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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风险和病程进展#对
"4U

的预防及治疗均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

#

( 雷小平
%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

W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G

&!

G#H,G!(%

'

!

( 牛春峰#王新春#于汉立#等
%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浓度与冠心病相

互关系的研究'

W

(

%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

!((#

#

#$

$

$

&!

#&$%

'

$

( 李朝辉
%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对冠心病的诊断价值'

W

(

%

国际检验医

学杂志#

!(#(

#

$#

$

K

&!

$)',$)H%

'

K

( 滕士阶
%

冠心病患者血内皮素和唾液酸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W

(

%

淮海医药#

!((G

#

!K

$

#

&!

$)%

'

&

( 李莉#李军#张素芳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唾液酸含量的变化及

意义'

W

(

%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

#

#)

$

!

&!

H(,H#%

'

G

( 宋丽新#赵卫华#禹红梅#等
%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唾液酸与

冠脉病变血管之间的关系'

W

(

%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G

#

$&

$

$

&!

$(',$(H%

'

)

( 张春玲#鞠振字#孙静#等
%

国人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冠心病关

联'

W

(

%

中国分子心脏病学杂志#

!(($

#

$

$

K

&!

!#&,!!!%

$下转第
&!$

页&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BW.7=*A?

!

*7C1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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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理环境*流行特点以及
5E

基因型变异不同#各地区恙虫

病流行特征也有所不同'

$,&

(

)恙虫病发病初期临床症状不典

型#且无特异性实验诊断方法#难以实现及时确诊和早期治疗#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特异性强和敏感性高的早期诊断方法)本

研究在常规
V

345

基础上对试验条件进行了优化'

G,'

(

!$

#

&采用

+7

V

*7>,*9-

探针#提高了扩增反应的特异性)采用
+7

V

,

*7>,*9-

探针时#每扩增
#

个特异性产物只释放
#

个分子荧

光物质#且检测信号不受非特异性产物的影响#有效提高了检

测特异性)此外#该探针
$\

端的淬灭基团与报告基团的空间

位置更为接近#因此#可降低非特异性荧光背景#也有利于提高

检测特异性)$

!

&优化了引物设计#增强了引物特异性#当基因

和引物二聚体的熔解温度确定后#在该熔解温度上进行/温度

描绘0#维持
#&<

高温扩增#可避免非特异性产物的形成)同

时#所设计的
!

条引物在
$\

端不能互补#且
94

含量基本一致#

可减少了引物二聚体的形成#提高了检测特异性和灵敏度)有

学者针对
UB7&G

基因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并以
V

345

检测疑

似血标本#阳性率达
)$_

'

$,K

(

)本研究以上述经条件优化的

V

345

检测
GG(

例发热$体温
$'%&^

以上&患者外周血标本#

检出
!!K

例为
5E/2"

阳性#阳性率为
$$%HK_

)

本研究采用
8d"

检测
!!K

例
5E

感染患者血清
5E

抗体#

抗体阳性率为
&#%)H_

$

##G

"

!!K

&#

#('

例
5E

早期感染患者均

为阴性#与血清
5E

抗体在病程后期或恢复期才能检出有

关'

'

(

)恙虫病早期快速诊断主要依靠分子生物学技术)本研

究采用优化的
V

345

技术在
5E

早期感染患者外周血中检出

5E/2"

#最低检测限为
&1E

6N

"

"

./2"

#说明优化的
V

345

有

较高灵敏度)朱丽娜等'

H

(的研究显示
V

345

具有
5E

种特异

性#检测灵敏度约为
>345

的
#((

倍#且重复性好)本研究中

V

345

检测结果批内变异系数为
(%(&_

$

#%G_

#批间变异系

数为
#%K_

$

$%#_

#也说明
V

345

具有良好重复性)

本研究中#

5E

抗体阳性患者
8d"

检测血清型均为
9;DD;7P

型#未检出
Y7C

6

和
Y7BE

型#

V

345

也提示为
9;DD;7P

型#鼠

/2"

扩增片段不同于国际参考株
9;DD;7P

*

Y7C

6

*

Y7BE

#经

>345

分型证实为
Y7S7<7M;

型)

37C;<

等'

#(

(在
!((H

年以
F

CE,

0.

基因为靶序列#构建了高度敏感的
V

345

)同年#

UE>BR7

N

,

7>E>

等'

##

(应用
V

345

检测了患者外周血
5E#GUC52"

含量#

结果表明其含量与病情呈正相关)本研究证实患病时间长的

5E

感染者外周血
5E/2"

浓度高于患病时间短的患者#与上

述报道基本一致)

本研究中的同源性分析显示#粤北山区
5E

感染患者和鼠

类所感染
5E

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_

#与
Y7S7<7M;

型

的同源性为
HG%$_

#提示与日本
Y7S7<7M;

型存在明显亲缘关

系)部分鼠类感染
5E

与
+"G'G

型的同源性为
)'%&_

#提示

与泰国
+"G'G

型存在明显亲缘关系)可见粤北山区
5E

感染

至少存在
9;DD;7P

型*

Y7S7<7M;

型相似株*

+"G'G

型相似株)

粤北山区海拔
'((

$

!(((P

#属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潮

湿#年平均气温
#G

$

!(^

#年平均相对湿度
)'_

$

HG_

#易出

现
5E

孳生和流行)黄毛鼠是该地区
5E

主要贮存宿主#也是

野外优势鼠种#活动范围大'

#!

(

)本研究证实可感染人及鼠类

的
5E

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_

#说明粤北山区域恙虫病

自然疫源地已经形成#感染好发于
G

$

H

月#是夏季型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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