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带分析中期分裂相
)B

个#嵌合型加倍分析#染色体异常者

''(

例$

'*8B)V

%#其中性染色体异常
@C

例$

@8')V

%#以克氏

征$

[;&$#I#;>#2j%

综合征%最多$

C)

例%#常染色体异常
',

例

$

'8A@V

%#单纯
A:

#

ec:A

例#嵌合型
A,

#

gc

"

A:

#

gcB

例#

A:

#

gc

"

AC

#

gc'

例#

A:

#

gc

"

A,

#

gc'B/)

例#

A,

#

g

男性综合征
A

例)在
B(,

例原发不育男性中查出 染 色 体 异 常
'*)

例

$

'@8*(V

%#其中
A:eec

有
@)

例#

A,

#

ee

男性
B

例#无精症

染色体异常率为
'C8,CV

)在
:(

例中发现
)(

例染色体核型

异常$

('8B*V

%#其中性染色体异常
'@

例$

C)8,,V

%#无精子*少

精子者染色体异常
)*

例$

C:V

%)男性不育染色体异常#涉及性

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在无$少%精子者中应进行染色体检查)

c44S

基因的表达在男性不育者精子生成中起重要作用)

.

!

分子生物学检测

细胞内
6X-

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如雄性激素受体基因*

!

+

?;;&$-

基因的变化等都会对配子的形成*精子的活力产生影

响)夏薇等+

''

,用
/!4

法对
(A*

例男性不育者进行
c44S

缺损情况筛查#有
:

例该基因缺损$

)V

%#均表现出无精或少

精)孙圆景等+

')

,对
(*

例少精不育者精液的雄性激素受体

$

-4

%基因
C

个外显子$

-

*

R

*

!

*

6

*

N

*

.

*

"

*

5

%分别进行扩增分

析#外显子
-

即基因转录激活区发生点突变
(

例#插入突变
A

例#突变率为
)(8(V

#外显子
5

发生缺失突变
;

例$

(8(V

%)

外显子
"

发生点突变
;

例$

(8(V

%#总突变率为
(*8(V

#说明

雄性激素受体基因外显子
-

即基因转录激活区的突变是造成

少精不育的重要原因)对
AB

例少精不育症用印迹分析

$

4.7/

%筛选与少精不育相关的新分子标记#用
/-/6

$

6X-

%

技术收集其
6X-

指纹片段#发现其含.

--1

/和.

"!"

/密码子

重复的中度重复顺序#说明具有
4.7/

现象的中度重复顺序是

与精子发生相关的某一基因的表达调控部分#因其易在基因组

中发生变异从而影响到精子的发生)

综上所述#精液检验项目是检查男性不育症原因及疗效观

察的主要手段#也用于辅助诊断男性一些生殖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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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及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

施丽娟 综述!张建明 审校"云南省昆明市金域医学检验所
!

,B*)'A

#

!!

"关键词#

!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

!

临床检验%

!

应用

!"#

!

$%&'()(

"

*

&+,,-&$)./0(122&/%$/&%1&%'W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BA3*(

!!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

!7T-

%是
)*

世纪
C*

年代发展起

来的#是继发射免疫*酶免疫*荧光免疫测定以后的新一代标记

免疫技术)因其具有简便易行*标记物制备非常容易*稳定性

高*标本用量少*便于实现完全自动化和不污染环境等优点#特

别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实验结果#因此深受检验医学工作

者和临床医师的好评)

$

!

!7T-

的原理

$8$

!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原理
!

!7T-

是用化学发光剂直接

标记的抗原或抗体与待测标本中相应抗体或抗原*磁颗粒性的

抗原或抗体反应#通过磁场把结合状态$

R

%和游离状态$

.

%的

化学发光剂标记物分离开来#然后在结合状态$

R

%部分中加入

发光促进剂进行发光反应#通过对结合状态$

R

%发光强度的检

测进行定量或定性检测)

采用化学发光技术和磁性微粒子分离技术相结合#用最新

的免疫发光技术可使检测灵敏度达到
'*

!

'B

=

"

J7

的全自动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应用最流行的微软视窗编写使用界面#

将操作手册浓缩于电脑盘内)分析速率可达每小时
'C*

个测

试#并可同时完成不同的
'(

个项目)利用两点定标校对出厂

曲线#不需全线定标#可减少试剂消耗#利用条码标签直接读取

载物盘内分析内容)该分析系统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结果准

-

AB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确可靠*试剂储存时间长#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

$8/

!

器检测原理
!

在检测化学反应中#某些化学基团被氧化

后形成激发态#并在返回基态的同时发射一定波长的光子)其

实质是化学反应与免疫反应相结合的一种高灵敏度的分析方

法#亦称为微量倍增技术)

!7T-

有两种方法#一是小分子抗

原物质的测定采用竞争法)二是大分子的抗原物质测定采用

夹心法)所用固相磁粉颗粒极微小#其直径仅
'8*

#

J

)这样

大大增加了包被表面积#增加抗原或抗体的吸附量#使反应速

度加快#也使清洗和分离更简单)

/

!

仪器组成

/8$

!

主机
!

是仪器的运行反应测定部分)包括原材料配备部

分$反应杯*标本盘*试剂盘*纯净水*清洗液*废水在机器上的

储存和处理装置等%*液路部分$过滤器*密封圈*真空泵*管道

标本及试剂探针等%*机械传动部分$传感器*运输轨道等%*电

路部分$光电倍增管和线路控制板%和光路检测部分)

/8/

!

微机系统
!

是仪器的核心部分)具有程控操作*自动监

测*指示判断*数据处理*故障诊断等功能#并配有光盘)主机

还有预留接口#可通过外部储存器自动处理其他数据并遥控操

作#用于实验室自动化延伸发展)

/8'

!

程控操作
!

全部实验项目的操作程序均存储在微机中#

供选择运用)开机后#仪器将按程序指令运行*完成这个实验#

也可重新编写建立新实验程序或修改原设定内容)全部操作

手册及维修手册均浓缩于光盘内#阅读和保存更方便)

/81

!

指示判断
!

可根据预先设定的各项目界限值范围#指示

和判定检验结果是否超出正常值)

/82

!

数据处理
!

可将测定结果进行各种数据处理#求出其导

出量)如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相关系数*

7

检验等统计

学处理)

/8)

!

故障诊断
!

能进行自我故障诊断#利用微机逻辑判断能

力#由
!/Z

发出校核信号讯问仪器的各部分#核对其反应#判

断故障的部分及性质#并以代码和文字描述故障原因#能使操

作人员很快了解故障的性质#实施排除故障的相应措施)

/8.

!

自动监视
!

能监测仪器全过程正常与否#提示所有供应

材料剩余量#指示仪器保养清洗管路期限)在执行一种工作程

序时与其无关的数字内容将自动关闭#无光度显示#使键盘停

止工作#增强了仪器的自我保护功能)

'

!

仪器使用

'8$

!

按规定进行标本处理和选择标本用量)

'8/

!

根据测定项目不同选择试剂用量和进行试剂处理)仪器

还配有
'C

种复合校正液用于
A)

种适宜校正#校正天数分别为

)

*

:

*

'A

*

):H

)

'8'

!

测试运行
!

$

'

%将标本按编号排入标本盘($

)

%按项目将

所用试剂放入试剂盘($

(

%自由编排程序按键运行#在微机的控

制下#仪器自动放置反应杯#自动加标本与试剂#并根据实验项

目不同进行温育*测定($

A

%随时加入急诊检查项目($

B

%可按三

种方式打印报告!按测定混合项目排列*按患者编号排列*按每

一种项目排列)

1

!

!7T-

的技术参数

18$

!

不同型号
!7T-

自动化分析系统!近年来#国外许多厂家

研制出许多种型号的自动化
!7T-

检测仪#人们将这类仪器称

之为自动化分析系统#即检测过程不需要人工操作#均由仪器

完成)

18/

!

(

种
!7T-

比较!根据化学发光信号产生的原理不同#试

剂盒的技术参数*信号测量也因之不同#以及影响检测结果的

因素也有一定差异)

(

种目前常用的
!7T-

比较#见表
'

)

表
'

!

不同化学发光免疫分发方法的比较

吖啶酯标记
!7T-

酶标记
!7T- N!7T-

标记物
-

G

E%#

"

54/

三联吡啶钌 吖啶酯

反应类型 夹心法*竞争法 夹心法*竞争法 夹心法*竞争法

光信号 辉光 电激发 闪光

简便快速 较快速 最快速 快速

影响结果的因素 较多 少 少

可否半自动开放 可以 否 否

检测成本 抵 高 高

发光底物
XÊ 535

)

^

)

金刚烷*鲁米诺 电激发

2

!

!7T-

技术有关问题探讨

不同方法检出值的差异!影响检测结果差异的因素较多#

如试剂盒的质量*有效期*储存条件*操作者对仪器的校准*实

验室的条件等)不同反应模式对测定值有统计学意义#最常见

的是双位点夹心法和竞争法#因前者使用两株单克隆抗体#具

有高度特异性#测定值低于竞争法)即使采用完全相同的反应

模式#因抗体的特异性和亲和力的不同#对测定值也有一定的

影响)另外固相抗体的制备*标记物的比活性*标准品的差异

都是影响测定值的因素)

)

!

!7T-

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

)8$

!

激素分析
!

激素是由内分泌腺或散在内分泌细胞所分泌

的高效能生物活性物质#是细胞与细胞之间信息传递的化学媒

介)

!7T-

对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等多种激素进行测定#可给

临床诊断*治疗*预后提供可靠的实验室数据#大大提高检测的

特异性和灵敏度)

[E2;%%<$

等+

'

,检测了患者的甲状旁腺)

Q?0J&H>3"E

+

O

等+

)

,测量了骨代谢的生化标志物降钙素与以前

的放射免疫法比较#有更高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WF>

+

EDE$&?0

等+

(

,检测了血清中促卵泡生成素*促黄体生成素*催乳素*睾

丸素)

)8/

!

肿瘤标志物的分析
!

肿瘤标志物是指肿瘤发生和增殖过

程中有肿瘤细胞合成*释放或机体对肿瘤细胞反应而产生的一

类物质#包括蛋白质*激素*酶$同工酶%及癌基因产物等)肿瘤

标志物存在于患者的血液*体液*细胞或组织中)

!7T-

对良

性及恶性肿瘤患者可进行体外早期辅助诊断和对术后的监测#

也可以用于寻找新的肿瘤标志物)

SE<

等+

A

,检测血清中癌胚

抗原*鳞状细胞癌抗原*

?

+

I2E)'3'

的浓度#达到对食管癌患者

的诊断及术后病情监测的目的)

QEOE&HE

等+

B

,检测了肝病中细

胞色素
!

的含量#比较得出细胞色素
!

可能成为肝衰竭的新

标志物)

Q0EM&$

和
4E%;E$

+

,

,比较了胎膜早破和健康孕妇阴道

液中的两种标志物!甲胎蛋白$

-./

%*人绒毛膜促线性激素#与

健康组相比胎膜早破的孕妇阴道积液中两种物质有显著性增

高#其中
-./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最高)

)8'

!

传染性疾病的病原诊断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抗体

是乙肝感染后#评价治疗是否有效及机体免疫功能的指标#是

重要的血清学标志物)常规酶法有可能使部分低病毒含量携

带者漏检)

!7T-

具有比酶法更高的灵敏度和线性范围)

R<K%#2

等+

:

,测定了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围产期儿童体内

-

B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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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R

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甲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及丙

型肝炎病毒#其检测灵敏度比常规酶法高)

)81

!

心脏疾病的特征标记物测定
!

心肌损伤常用的标记物有

肌钙蛋白
1

.

肌红蛋白和肌酸激酶)临床上常用同工酶定量测

定)

6F>2E

等+

C

,运用心肌肌钙蛋白$

?1$1

%受体分子#制成了免

疫传感器#可用于临床上早期检测心肌梗死)有文献报道同时

检测了
?1$1

*肌酸激酶同工酶$

![3SR

%和肌红蛋白#相关系

数分别为
?1$1*8@B(

!

*8@C)

(

![3SR*8C(B

!

*8@@@

(肌红蛋

白
*8::,

!

*8@@)

#方法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可用于检测临床标

本)

)82

!

其他物质的检测
!

!7T-

技术还可以对其他一些微量物

质进行测定#如细菌*细胞因子*基因*维生素*叶酸*免疫球蛋

白及酶等)

UFE$

等+

@

,检测食物中的盐曲霉毒素
R

'

)

7&

等+

'*

,

检测了
Q-4-

病中的核抗蛋白)

6E%

=

F

G

>E

等+

''

,检测血清中

地高辛的含量)此方法很好的排除了检测过程中丹参的影响#

体现了方法的特异性)

.

!

结
!!

论

现已有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中#不但对检测者无害#而且试剂稳定全自动分析#

)*

J&$

内就可以得出精确的结果)

!7T-

将会成为常规实验诊断

的重要手段#为临床提供重要的诊断依据)

进口
!7T-

自动化系统各型号已占领国内部分市场#主要

用于大量常规标本的检测#全封闭式仪器需与其匹配的试剂盒

使用)近年来#国外仪器商热点已转向开发型自动发光测量仪

器的研制)国内在仪器制造和试剂盒的生产#和国外相比有一

定的差异)自动化系统的研制为国外专利#现阶段国内厂家重

点应放在现有自动测量仪器质量的提高上#完善数据处理功

能#研制出高质量的试剂盒)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国内已取得初

步成果)展望未来#小型智能化
!7T-

仪器随着我国高新精密

仪器制造业技术的进步#微型自动化
!7T-

系统的研制将取得

进展#

!7T-

检测技术的应用必将迎来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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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杆菌
',Q24X-

甲基化酶耐药研究进展

何
!

龙'综述!杨启文)审校"

'8

浙江省温州医学院附属温岭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浙江温岭
!

(':B**

%

)8

北京协和医院微生物实验室!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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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通过作用于细菌核糖体
(*Q

亚基的

',Q24X-

高度保守的
-

位点#干扰细菌蛋白质的合成#从而

引起细菌死亡)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具有杀菌作用#抗菌谱广#

较长抗生素后效应等特点#而且还与其他抗菌药物有协同作

-

,B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