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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新型的体外核酸扩增技术%其反应

全过程是等温扩增%对反应仪器的要求较低%该技术

依赖于一种具有链置换特性的
[\:

聚合酶(

""

)

%在恒

温条件下快速实现基因扩增'此技术与传统的
0̀;

相比较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扩增效率%相关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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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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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耐受体系中大多数抑制物的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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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快速*

方便%且不需要特殊检测设备%可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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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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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灵敏度高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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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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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临床样本%结果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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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阳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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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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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提示此方法具有高特异性'本实验中检测标本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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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后续实验中%会增加标本量%进一步探讨

其灵敏度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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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检测方法包括琼脂糖电泳检测*焦磷

酸镁浊度检测*荧光定量检测和荧光目测等'

Z:1̀

产物琼脂糖电泳检测结果为连续梯状电泳条带%但由

于需要开盖检测%容易造成污染'荧光定量检测存在

较为繁琐且仪器设备要求高*成本高的特点'焦磷酸

镁浊度检测虽相对简便*但仍需实时浊度仪检测%限

制了此方法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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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目测法是目前最简

便*快速的方法%特别适用于现场检测'本研究选择

钙黄绿素作为荧光指示剂%反应前加入
Z:1̀

反应

体系%一步反应后无需开盖%可直接裸眼准确判断反

应结果'目前%

Z:1̀

技术的研究重点是如何筛选特

异性高的扩增引物%以及扩增产物检测的简便性*实

时监控*准确性和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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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快速*直观*便捷%敏感度和特异性均较

高%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明显优势%经济适用*高效

快速%无需特殊仪器%有望成为社区及基层医院广泛

开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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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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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荨麻疹为皮肤科常见病%表现为长期反复发

作的风团*水肿性红斑伴瘙痒等%该病病情迁延%且伴

随剧烈痒感%对患者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已有

多项研究显示%慢性荨麻疹的发生与免疫有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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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慢性荨麻疹与免疫指标相关性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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