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种抗体的检测#第
E

代试剂同时针对
0%E

抗原'

R

P

+

和
R

P

2

抗体#窗口期已经缩短至
%"J

(

=*E

)

*该血液中心检验科目前检

测血液
TR'

这一项即是采用两种不同厂家的第
E

代试剂进行

的两次检验#然而通过本组核酸筛查实验#将
&(R.1

法两次检

测呈阴性的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再次筛查#仍会检测到
TR'

阳

性标本#说明目前现行开展的检测技术仍有安全隐患#为保证

临床用血的进一步安全#开展核酸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

)

*

感染者体内最早被检测到的是病毒核酸#且病毒核酸呈一

过性高水平#此后水平有所下降(

!*A

)

*在本实验中#通过
)T"

$

TR'

%探针在第
"B

个循环就检测出靶标核酸片段远远提前于

内置控在
=A>B

个循环才扩增出的结果#因此推断相较与内置

控的病毒载量水平#其是相当高的*而此时酶免技术既没有检

测出
0%E

抗原#也没有检测出
R

P

+

'

R

P

2

类抗体#说明此样本极

有可能在最早期的感染阶段#此时病毒核酸呈一过性高水平而

0%E

没出现或刚好在
0%E

抗原水平下降而抗体还未升高时造

成漏检*核酸技术相对于第
E

代酶免试剂缩短了
#J

的窗口

期#该筛查结果极有力地说明了缩短窗口期对血液安全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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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培养鉴定法检测解脲支原体结果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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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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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培养鉴定法检测解脲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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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的差异性!并探讨导致差异的原因%方法
"

用

0)V

法和培养鉴定法分别检测不孕不育患者和泌尿疾病患者的
ii

!并回顾性分析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结果
"

不孕不育标本

中
0)V

法和培养鉴定法比较!两者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

B

$

$>$#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男性泌尿疾病患者即用棉

拭子取样所检测的结果显示!两种方法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A>#

!

B

%

$>$#

#!女性泌尿疾病患者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B

$

$>$#

#%结论
"

用培养鉴定法检测男性泌尿疾病患者的
ii

时!男性患者宜以前列腺液代替尿道口棉拭子取样!以确保检

测结果的可靠性%

关键词"不育&

"

解脲支原体&

"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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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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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起的泌尿生

殖道感染又称非淋菌尿道炎#是性传播疾病的病原体之一#与

不孕不育症以及泌尿生殖道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

)

*现通过

对
ii

主要检测方法$

0)V

法和培养鉴定法%相关性进行分析

比对#提示影响检测
ii

的重要因素#并探讨两种检测方法影

响其阳性率的干扰因素#确保检测
ii

的准确性#以供临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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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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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B

#

%$""

年该院生殖中心的
#=-$

对不育

夫妻$即
"$!%-

例%和
E="A

例泌尿疾病患者*其中男性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女性年龄
%%

#

EE

岁#平均年龄
=$

岁*

#=-$

对夫妻都是
=

年以上未避孕而不能生育者#符合不

孕不育标准*泌尿疾病患者也为
=

年来泌尿科和妇科门诊的

泌尿病患者#其中男性
%#"%

例#年龄
"B

#

-$

岁#平均年龄
=%

岁&女性
"A$-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

?>@

"

方法
"

$

"

%标本采集#生殖中心男性取前列腺液或精液送

检#泌尿疾病患者男性用无菌棉拭子在尿道口沾取#置无菌

$>B@

氯化钠溶液离心管内送检或取中段尿送检*女性标本采

集用窥阴器扩展阴道#用无菌棉拭子内旋
"A$

度沾取分泌物#

置无菌
$>B@

氯化钠溶液离心管内#洗出分泌物送检*$

%

%

0)V

法标本处理#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标本#使分泌物游离#

经高速离心后制成沉淀物#裂解制成反应液模板#最后置入反

应管#操作过程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实验*培养鉴定法把标

本直接接种在基础液中#并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A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生产的
1YR!=$$

型实时荧光定量

0)V

仪*试剂盒由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

的
0)Vii

试剂盒*培养鉴定法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

由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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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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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孕不育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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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阳性者

%%$$

例#

0)V

法检测
E="A

例泌尿疾病患者
ii

#检出阳性者

=#-

例*培养鉴定法检测
%==#

例不孕不育患者#检出阳性者

E=-

例#培养法检测
"!"A

例泌尿疾病患者#检出阳性者
!%

例*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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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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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0)V

法检测

例数$

(

%

0)V

法

阳性(

(

$

@

%) 阴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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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法检测

例数$

(

%

培养法

阳性(

(

$

@

%) 阴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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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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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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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疾病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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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不孕不育患者
0)V

法检测阳性
%%$$

例$

%$>#"@

%

与培养鉴定法检测阳性
E=-

例$

"A>-!@

%比较#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e">#-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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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泌尿疾病患者
0)V

法检

测阳性
=#-

例$

A>%E@

%与培养鉴定法检测阳性
!%

例$

E>"B@

%

比较#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A>#

#

B

%

$>$#

%*见表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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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0)V

法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E>$#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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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培养法检测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e=>AA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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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两方法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e$>B

#

B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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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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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患者用
0)V

法检测男'女性阳性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e">#A

#

B

$

$>$#

%#培养鉴定法检测男'女性阳性率

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e$>-E

#

B

$

$>$#

%*泌尿疾病患

者中
0)V

法检测男'女性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E#

#

B

$

$>$#

%*培养鉴定法检测男'女性阳性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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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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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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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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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鉴定法

检测总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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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两种方法对不孕不育患者和泌尿疾病患者男(女性间检测结果比较

性别
不孕不育患者

0)V

法$

(

% 培养法$

(

%

0)V

法阳性率(

(

$

@

%)培养法阳性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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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疾病患者

0)V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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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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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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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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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法阳性率(

(

$

@

%)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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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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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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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支原体是条件致病菌#当机体免疫力下降'菌群失调或长

期滥用抗生素时能迅速繁殖#其黏附在泌尿生殖道上皮细胞表

面(

=*E

)

*

ii

感染还可以造成不完全梗阻的输卵管炎性黏连#

使管腔狭窄#不通畅#是发生输卵管不孕以及宫外孕的重要原

因(

#*-

)

*据文献报道#

ii

产生神经氨酸酶样物质干扰精子和

卵子的结合#且与精子膜有共同抗原#可引起免疫损伤而致不

育(

!*A

)

*女性宫颈部的支原体极易吸附在精子的表面#随精子

到达宫腔和输卵管#引起宫腔炎和输卵管炎#导致输卵管阻塞

和受精卵着床不良*无论生殖道哪个部位被
ii

感染#均会引

起输卵管通液障碍#是原发性或继发性不孕症的重要病因(

B

)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在不孕不育患者中#用
0)V

法和培

养鉴定法检测
ii

#两者比较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两者在
=

年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在

泌尿疾病患者中用
0)V

法和培养鉴定法检测#两者比较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

年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在性别分布上#泌尿疾病患者中
0)V

法的男'女性

比较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而在培养鉴定法中

的男'女性比较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综上所述#

0)V

法和培养鉴定法检测
ii

阳性率有或无

显著性差异的结果与两种方法无关#考虑到泌尿疾病患者和不

孕不育患者的女性采样方式一样#而男性的取样则不同*为了

避免取材不当造成假阴性#因此用培养鉴定法检测男性泌尿疾

病患者的
ii

时#男性患者宜以前列腺液代替尿道口棉拭子取

样#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Ud*0)V

法是一项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灵敏度且快速批

量较为成熟稳定的技术#缺点是缺少药敏报告#并且对实验条

件要求较高(

"$

)

*培养方法提供药敏结果便于临床治疗#但检

测时间周期较长*因此两法现阶段都各有所长无法舍取#应多

加改进完善以防干扰因素影响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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