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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串联重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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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和产物电泳分析!归类各菌株的基因型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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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测序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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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感染病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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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治疗指南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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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中报道#美国医院

细菌感染中
#7S"

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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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其他细菌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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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致感染呈散发'流行#甚至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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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黄色葡萄球菌

临床分离株中
#7S"

所占百分比增至
,*V

以上(

,

)

#根据
&*%%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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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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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唑烷

酮类'利奈唑胺'万古霉素等糖肽类抗菌药物敏感*

#7S"

引

起医院感染的暴发已成为重点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本

研究构建适合临床实验室常规应用的
#7S"

菌株同源性多位

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分析$

#!L"

&分型方法#建立本地临

床分离
#7S"

菌株的
#!L"

基因分型基础数据库#分析
#7A

S"

的医院流行情况#为制订有效控制措施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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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

菌株
89"

提取
!

采用离心柱法提取高浓度的模

板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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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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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多态性检测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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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序列中寻找的
L9B7

序列位点#采用

2!"SB9

进行引物序列比对和特异性验证后#从中选取
5

个

分辨力和分型能力较好的位点#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其侧翼特

异性引物#见表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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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体系和条件
!

上'下游引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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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3

Q

缓冲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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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磷酸脱氧核糖核苷酸$

D9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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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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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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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9"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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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3

Q

89"

聚合酶
%)(

#

!

#双蒸水补至
,*

#

!

*反应条件!

=,[

预变性
'K?1

%

=,[

变性
'*@

#退火
'*@

$各自引物的
BK

值
_,[

&#

5&[

延伸
(,@

#

'*

个循环%

5&[

后延伸
%*K?1

*

B)F)D

!

结果检测与分析
!

配制
&V

的琼脂糖凝胶#用
,*M

F

89"

标记物确定其相对分子质量*用
,*M

F

89"

标记物作

为相对分子质量对照#按照产物片段大小确定其多态性情况#

即人工估算出各细菌株各
L9B7

序列位点的基序重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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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建的
$67

方法对菌株
L9B7

多态性检测的验证

B)G)B

!

重复性验证
!

从研究菌株中抽取
&(

株#每株
#7S"

用
5

对引物进行不同位点
L9B7

多态性扩增检测
'

次#分析
'

次产物的一致性*

B)G)C

!

正确性测序验证
!

选取
%(

株研究菌株$编号为
%

"

%(

号&#分别对所构建的
5

个
L9B7

位点多态性
$67

检测方法

进行测序验证*

B)H

!

临床分离
#7S"

菌株的
#!L"

分型数据库建立
!

对
5

个
L9B7

位点及其核心基序重复次数进行编号#然后分别对

%%%

株临床分离
#7S"

菌株中每一株细菌进行
5

个
L9B7

位

点多态性组合编码#并根据其编码进行
#!L"

型别归类#得出

#!L"

分型数据库数据*

B)N

!

临床分离主要
#!L"

型别菌株的流行趋势分析
!

根据

#!L"

分型结果及菌株分离的时间#分析主要
#!L"

型别菌

株的流行时间分布及病房分布情况*

C

!

结
!!

果

C)B

!

$67

方法对菌株
L9B7

多态性检测的重复性验证
!

从

研究的
#7S"

菌株中抽取
&(

株#每株
#7S"

在不同
L9B7

位点重复检测
'

次#每次
89"

扩增片段大小完全相符*

C)C

!

$67

方法对菌株
L9B7

多态性检测的正确性测序验

证
!

选取
%(

株研究菌株$编号为
%

"

%(

号&#分别对所构建的

5

个
L9B7

位点多态性
$67

检测方法进行测序验证#

L9A

B7*=A*%

位点的
=M

F

重复子规律性不强#碱基突变率较高*

L9B7

位点序号
&

上游引物扩增产物测序结果见图
%

'

&

$见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其中重复子基序

为
+*M

F

#

'

'

(

号研究菌株分别重复
*

次$见图
%

&和
5

次$见图

&

&*其余各
L9B7

位点引物扩增产物测序序列图略*

C)D

!

%%%

株临床分离
#7S"

菌株
+

个
L9B7

位点的多态性

检测
!

部分菌株$

&(

株&中
+

个
L9B7

基因位点的多态性检测

结果#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各位点的
L9B7

多态性变化#见表
&

*

C)E

!

%%%

株临床分离
#7S"

的
#!L"

基因分型
!

依据
+

个

L9B7

序列位点多态性在
%%%

株临床分离
#7S"

菌株中的变

化信息#对各株细菌进行基因
L9B7

多态性编码#具有相同编

码的菌株归类为同一分型类别中#得到
%%%

株临床分离
#7S"

菌株的
#!L"

基因型别归类数据库*

%%%

株分离株可分为
&,

个基因型别$

"

"

a

&#其中
/

'

"

'

2

为主要型别#分别占
(5)5V

$

,'

"

%%%

&'

%'),V

$

%,

"

%%%

&'

Z)%V

$

=

"

%%%

&*

C)F

!

主要
#!L"

型别菌株的流行趋势分析
!

根据
#!L"

分

型结果及菌株分离的时间进行分析#主要
#!L"

型别菌株的

流行时间分布情况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

,论文附件-&%病房分布情况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

站主页,论文附件-&#呼吸内科'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U6<

&

和乳腺科存在
#7S"

集中流行趋势*

表
&

!!

+

个
L9B7

序列位点在
%%%

株
#7S"

!!!

中的多态性变化

L9B7

名称
89"

序列位置或

编码蛋白质名称

重复序列

大小$

M

F

&

重复次数

$次&

产物大小

$

M

F

&

L9B7+%A*%

非编码区
+* *

"

Z &%*

"

+=,

L9B7+%A*&

非编码区
+% *

"

& &''

"

'++

L9B7+5A*%

非编码区
+5 *

"

+ %Z%

"

+*,

L9B7&(A*%

蛋白
"

$

@

F

3

&

&( (

"

%* &+,

"

(%*

L9B7+'A*%

非编码区
+' *

"

, &'&

"

,,(

L9B7Z%A*%

葡萄球菌凝固酶$

HC3

&

Z% %

"

, &&&

"

,+Z

D

!

讨
!!

论

!!

目前#脉冲场凝胶电泳技术$

$;/Y

&作为细菌分子分型的

,金标准-而被首推(

Z

)

#但其操作繁琐'费时*

&**=

年#

SH.CNE@

等(

5

)对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采用
#!L"

'

S

F

3

和
$;/Y

'

种分型方法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L"

与
$;/Y

有相似多

样性指数*

&*%*

年陶晓霞等(

=

)参考
S3M3I

选取的
,

个
L9B7

位点对
(=

株
#7S"

进行了
#!L"

分型#结果显示该方法与

$;/Y

具有较好的符合率*此外#在
$CNGH0E

等(

%*

)收集的
'**

株
#7S"

研究中#显示
#!L"

与多位点序列分型$

#!SB

&和

S

F

3

分型方法相比有较强的分辨力#且另有研究证明
L9B7

的重复性和稳定性更好(

%%

)

*在本研究选取的
5

个
L9B7

位

点中#

+

个位点的分辨力和分型能力较好#操作较
$;/Y

更为

简单易行'快速#在临床实验室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值得推广

应用*

本研究在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集到的
%%%

株分离自住院患者临床标本的
#7S"

进行
#!L"

型别归类

后#发现呼吸科'神经外科'

U6<

和乳腺科在以上时间段内存在

#7S"

集中流行趋势*医务人员的手是引起医院
#7S"

感染

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由医务人员的手传播细菌而造成的医院

感染占
'*V

左右(

=

)

*因此#应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

从性#努力阻断
#7S"

的传播途径*

综上所述#

#!L"

可推广应用于本研究中
5

个
L9B7

位

点多态性检测#该院部分科室存在
#7S"

同源菌集中流行情

况#值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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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效果等(

5

)

*

目前#临床实验室应用于检测抗
D@89"

抗体的方法多

样#主要包括
UU;

'

Y!US"

'

U2B

和
;3GG

法#且各有利弊*其中

;3GG

法出现最早#具有只结合高亲和力抗体的独特优势#其特

异性好#曾被列为检测抗
D@89"

抗体的金标准*但是#该方

法具有放射性'检测周期长#易受到血清中高亲和力免疫球蛋

白
#

$

U

P

#

&的干扰且不能自动化#现在已经很少采用(

ZA%*

)

*本

研究选择了
UU;

'

Y!US"

和
U2B

法对
&,*

份血清标本进行了抗

D@89"

抗体检测#并对其检测效能进行了分析*其中#

UU;

法

特异度$

==),V

&最高#灵敏度$

(Z)*V

&最低%

Y!US"

法灵敏度

高#可达
5()*V

%

U2B

法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均不高*

同时#笔者对
UU;

与
Y!US"

法'

UU;

与
U2B

法'

Y!US"

与

U2B

法检测
S!Y

患者抗
D@89"

抗体的检出率进行了比较分

析#结果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值分别为
%%)(',

'

%')==(

'

(),'=

#

2

$

*)*,

&*对
'

种方法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

显示
UU;

与
Y!US"

法'

UU;

法与
U2B

法呈现中度一致#而

Y!US"

与
U2B

法一致性较差*这可能与抗
D@89"

抗体存在

高亲和力和低亲和力两种特异性抗体有关*低亲和力抗
D@8A

9"

抗体除存在于
S!Y

患者体内外#也存在于其他
"U8

患者

体内#对
S!Y

的诊断价值低%而高亲和力抗
D@89"

抗体对

S!Y

有较好的特异性*各种检测方法对上述两种抗
D@89"

抗体的检测适应性不同*

Y!US"

法适宜检测低亲和力抗
D@8A

9"

抗体#

UU;

法适宜检测高亲和力抗
D@89"

抗体(

%%A%&

)

*本研

究还显示#

'

种方法串联检测抗
D@89"

抗体的特异度提高#但

灵敏度下降%而
'

种方法并联检测的灵敏度提高#特异度下降*

综上所述#

'

种方法单独检测抗
D@89"

抗体均存在不足

之处#且
'

种方法的相关性与一致性不是很理想#而
'

种方法

联合检测对
S!Y

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可以提高检测特

异度与灵敏度#从而很大程度上避免误诊与漏诊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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