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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

结果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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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混合尿&尿上清和尿沉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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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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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的
+YZ7012

检出率较高!混合尿的定量结果较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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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和尿液标本
+YZ7012

的检测结果差异较

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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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人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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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感染率很高)

+YZ

具有潜伏活动的生物学特征)

+YZ

一旦侵入机

体)由于机体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

+YZ

会在宿主

体内呈现持续潜伏状态)当宿主罹患免疫缺陷性疾病

和服用某些免疫抑制剂时)机体出现免疫失调激活

+Y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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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胎儿'婴幼儿'器官移植'肿瘤放化

疗'艾滋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免疫功能不成熟和免

疫功能低下个体缺乏有效的免疫反应能力时)

+YZ

感染就会导致严重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所以早期准确

诊断
+YZ

感染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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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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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灵敏度和特异度)且有早期和

动态监控
+YZ

感染的优点)成为
+YZ

感染诊断的

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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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样品前处理和提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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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类型的标本
+YZ

检出率和

+YZ7012

病毒载量水平可能存在差异)以致影响

+YZ

感染的诊断(本研究采用
9U7"+=

检测不同类

型的血液和尿液标本的检出率和
+YZ7012

载量水

平)以评价不同类型标本对
+YZ7012

检测的影响)

对于临床日常的操作有指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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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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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患者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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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标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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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病例为排除其他病原体

感染)单独或同时出现非特异性症状和体征'发热'外

周血异常淋巴细胞'血小板计数减少'白细胞减少症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等(

E(F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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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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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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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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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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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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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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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管取静脉血
&N$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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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液)严格按照说明书

要求操作)分离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8Y+

%)加入

'**

#

$

的生理盐水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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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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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被检者尿标本)密封送

检)混匀取全尿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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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者尿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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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盐水)混匀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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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和
9U7"+=

扩增
"

运用离心

柱法核酸提取试剂盒$

022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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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血'尿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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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取和纯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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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扩

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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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循环&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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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循环(根据人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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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定

量参考品$中山大学达安基因有限公司%标准曲线计

算定量结果(当拷贝数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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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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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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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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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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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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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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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数

以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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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同类型标本
+YZ7012

检出

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YZ7012

载量的比较采用

配对
D

检验)不同标本类型结果一致性分析采用

8:;CG72:AN;C

分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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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F

"

结
""

果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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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不同类型血液标本
+YZ7012

检出

率比较
"

%'

例高度怀疑
+YZ

感染的患者血清'全

血'血 浆和
"8Y+

的
+YZ7012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J(*Jc

'

-&(&%c

'

%-(.,c

和
.,('3c

)全血和
"8Y+

的
+YZ7012

检出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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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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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不同类型血液标本
+YZ7012

检出率比较

标本类型 阳性例数$

'

% 阴性例数$

'

% 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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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 '- )J(*J

血浆
3* '' %-(.,

全血
3- &% -&(&%

!

"8Y+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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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血清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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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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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同类型血液标本同时阳性患者
+YZ7

012

载量比较
"

"8Y++YZ7012

载量$

3(J,f

*(,,

%'全血
+YZ7012

载量$

3(.'f*(-,

%与血清

+YZ7012

载量$

3(&*f*(J,

%'血浆
+YZ7012

载

量$

3(3&f*(,3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采用
8:;CG72:AN;C

图进行一致性评价)结果显示)在

,%c

一致限可信区间内
"8Y+

分别与血清'血浆和全

血进行比较)

+YZ7012

载量平均增高
*(J*

'

*(.*

和

*('J

)较高的
+YZ7012

载量为
'(3)

'

'(&J

和
&(-)

(

F(G

"

J%

例患者不同类型尿液标本
+YZ7012

检出

率比较
"

J%

例高度怀疑
+YZ

感染的患者混合尿'尿

上清和尿沉渣
+YZ7012

检出率分别为
-'(,)c

'

.'(3%c

和
J)(-&c

)尿沉渣的
+YZ7012

检出率最

高)见表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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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同类型尿标本
+YZ7012

检出率比较

标本类型 阳性例数$

'

% 阴性例数$

'

% 检出率$

c

%

尿上清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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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
-' &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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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尿上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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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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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同类型尿液标本同时阳性患者
+YZ7

012

载量比较
"

尿上清
+YZ7012

载量为$

3(,,f

&()3

%)尿沉渣
+YZ7012

载量为$

)(&-f&(3)

%)混

合尿
+YZ7012

载量为$

)(%3f&(),

%)混合尿的定

量结果较高)混合尿的
+YZ7012

载量与尿上清和

尿沉渣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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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致性分析显示)在
,%c

一致限可信区间

内)

+YZ7012

载量平均增高
*(%'

和
*(3%

)较高的

+YZ7012

载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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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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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毒性感染的检测方法有低基质磷酸化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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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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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临床检测
+YZ

感染的一线检测方法(

由于
9U7"+=

对于标本类型'提取方法等没有统

一的标准)以致有可能出现患者在同一时期不同实验

室的结果)不具可比性或者同一实验室由于标本类型

不同导致结果存在明显差异的现象(因此)为保证结

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研究者做了这方面的分析(

本研究选择了
%'

例高度怀疑
+YZ

感染的患者)

同时收集其血清'血浆'全血和
"8Y+

类型的标本)平

行检测(为了保证结果的可比性)统一使用了离心柱

提取的做法(本研究结果提示)

"8Y+

的
+YZ7012

检出率与病毒载量水平均较其他标本类型高)这与沈

丹等*

J

+在国内的报道一致(

8:;CG72:AN;C

分析提示

在
,%c

一致限可信区间内
"8Y+

与血清'全血和血

浆间病毒载量差值的绝对值最大为
'(3)

(这种差异

会对
+YZ

感染的临床诊疗与监测带来明显影响(所

以在临床
+YZ7012

血液学感染诊断中)研究者认

为分离
"8Y+

能有效提高病毒浓度)可以较好地发现

早期
+YZ

感染)能预防性地对
+YZ

感染危险因素

的患者进行治疗)达到早期治疗潜伏性
+YZ

感染的

目的(

对于尿液标本)本研究选择了
J%

例高度怀疑

+YZ

感染患者的标本)按照临床上常用的类型)分为

混合尿'尿沉渣和尿上清)同样采用离心柱的方法提

取
012

(结果显示)混合尿和尿沉渣具有较高的检

出率)混合尿的
+YZ7012

载量最高&

8:;CG72:AN;C

分析提示不同类型尿液标本间病毒载量差值最大绝

对值为
&(..

(故在
+YZ7012

载量水平动态监测方

面考虑选择混合尿有更好的优越性)也提示尿上清中

有一定的
+YZ7012

拷贝数)采用尿沉渣作为临床

+YZ

检测标本)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漏诊率(另外有

研究者发现肾脏有间歇性排巨细胞病毒颗粒的特性)

所以在用尿液作为
+YZ

临床检测标本)应多次采集

混合尿检测)以减少漏诊率*

,

+

(

+YZ7012

的检测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然而由于

目前血液或尿液标本
+YZ7012

的检测没有统一的

前处理规范)标本类型的差异会影响病毒的检出率)

同一患者不同类型标本的病毒载量水平也存在差异(

因此需要对前处理的过程进行统一和规范)例如在结

果报告中注明使用的试剂'提取方法和标本类型等)

以保证可比性(

参考文献

*

&

+ 俞苏蒙)叶晓波)邢云卿)等
(

新兵人群人巨细胞病毒感染

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X

+

(

现代预防医学)

'*&*

)

3-

$

'*

%!

3,'-73,'J(

*

'

+ 吕静娟)胡文胜)余坚)等
(

温州市区育龄妇女孕前巨细胞

病毒感染现状调查*

X

+

(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

)

3'

$

'

%!

&**7&*&(

*

3

+ 叶贝
(

儿童巨细胞病毒感染的研究进展*

X

+

(

中国保健营

养)

'*&.

)

'.

$

3

%!

&&,7&'*(

*

)

+ 陈兰兰)倪安平
(

免疫抑制患者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实验室

检测及临床意义*

X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3-

$

'

%!

&%%7&%J(

*

%

+

]62̂ "

)

Y20

)

[a#9

)

?A;:(\?BD

5

B?T;:?C/?;CGBI@F

Q;/ADB@DQMLN;C/

O

ADN?

<

;:DTIBL@ICQ?/AIDCICAM??;@A?BC

+MIC?@?

5

D

5

L:;AIDC

*

X

+

(2B/MZIBD:

)

'**,

)

&%)

$

)

%!

%.&7

%.)(

*

.

+

\̂ $212=

)

K2=2]̂ 12=

)

2W#$$̂ 2#

)

?A;:(+YZ

;CGWNNLCD@?C?@/?C/?

!

QBDN4;@I/@AD/:ICI/@

*

X

+

(WNNL

2

<

?

)

'*&'

)

,

$

&

%!

&7,(

*

-

+ 张莉)周健)魏旭东)等
(

不同方法检测同种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探讨*

X

+

(

中国实验血液

学杂志)

'**-

)

&%

$

3

%!

%%J7%.'(

*

J

+ 沈丹)黄少军)汪晶晶
(

三种标本
+YZ7012

含量检测在

儿童巨细胞病毒性肝炎诊断和治疗监测中的应用*

X

+

(

肝

脏)

'*&%

)

'*

$

&

%!

3%73-(

*

,

+

2>206W=

)

2:62=YWX

)

2$9206$W\("B?T;:?C/?DQ

/

O

ADN?

<

;:DTIBL@012IC/DBG4:DDG;CGTDIG?GLBIC?D47

A;IC?GQBDN

5

B?

<

C;CARDN?C;AAM??CGDQ

5

B?

<

C;C/

O

*

X

+

(

Y?G"BIC/"B;/A

)

'*&'

)

''

$

'

%!

&,)7&,,(

$收稿日期!

'*&-7*-7'*

"

修回日期!

'*&-7*,7'J

%

$上接第
&-J

页%

""

8IDY?G

)

'*&)

)

'*

$

&

%!

&&.7&'%(

*

-

+ 陈晓宇)陈越)邓蕾
(

咽拭子和外周血
#8

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分析*

X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

%!

-*7-'(

*

J

+ 杨柳)孙颖)陈丹)等
(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血浆标本
#8

病毒
012

检测结果的比较*

X

+

(

江苏医药)

'*&%

)

.

$

3

%!

.,37.,)(

*

,

+ 郭建巍
(#8

病毒感染的核酸检测!标本类型的选择*

X

+

(

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

'*&.

)

J

$

3

%!

&)%7&),(

*

&*

+康喜讯)万世恒
(

鼻咽组织和外周血
#8

病毒
012

检测

用于早期诊断鼻咽癌*

X

+

(

临床医学工程)

'*&'

)

&,

$

&*

%!

&.,-7&.,J(

*

&&

+于谨铭)罗兵
(#8Z7012

检测在儿童
#8

病毒感染中的

临床意义*

X

+

(

医学检验与临床)

'*&'

)

'3

$

%

%!

&.-37&.-%(

*

&'

+严海燕)罗晓红)陈娟)等
(#8

病毒抗体和
012

联合检测

可提高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诊断灵敏度*

X

+

(

中

国微生态学杂志)

'*&&

)

'3

$

.

%!

%)*7%)'(

$收稿日期!

'*&-7*-7'*

"

修回日期!

'*&-7*,7'J

%

#

&J&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J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
"

WCAX$;4Y?G

!

X;CL;B

O

'*&J

!

ZD:(3,

!

1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