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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耐药微生物的不断增加、新发和再发的传

染病疫情的频发，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使得微生物的

分子诊断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明

显提高了检测速度和诊断能力，在微生物的快速检测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CR质谱仪Ibis T5000是多重聚合酶链

反应(p01ymemse chain reaction，PCR)和电喷质谱电离(elec—

tm8prayionization mass spectmmetry，ESI—MS)分析技术整合的

一种新型技术，能够通过快速、高通量、精确的数字分析，检

测和鉴定临床和环境中分离菌株或标本中病原微生物，并能

定量鉴定对人和动物致病的病原微生物(包括所有细菌、主

要的真菌和大部分病毒)，也能够检测毒力因子和抗生素的

耐药性，可以应用于临床微生物的快速诊断、突发事件流行

病学调查、提供传染病生物体传播的相关信息和解决的干预

措施i1_“。

l PCR质谱仪的特点

Ibis T5000的技术特点在丁检测并鉴定病原微生物快速

准确、灵敏度好、特异性高，通常不需要测序，更适用于预先

无法确定病原方向性的突发疫情和不明原因感染的诊断。首

先是标本中的核酸纯化，经过精心选择的核苷酸引物进行多

重PCR扩增，之后对扩增广：物进行全自动的ESI—MS分析检

测，质谱仪可对扩增产物进行准确至碱基组成的精确定量，

所获数据经与校准过的已知微生物标准数据库进行比对，便

可确定所检测病原微生物的种类。

2 PCR质谱仪的应用

2．1常见病原菌的检测Ibis T5000已有临床研究显示其应

用的优越性。在鉴别可培养的细菌分离株中，IbisT5000与基

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问质谱仪(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sation time of m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

TOF—MS)比较，并以表型和生化反应作为参考标准，两者鉴

定结果在菌属和菌种水平正确率上PCR—ESI／MS均高于

MALDT—TOF—MS，对于血培养阳性细菌的鉴定能力和速度上

两种技术无差别，均显示了快速准确的优势[3J。而对于培养阴

性或难培养的细菌，PCR—ESI／MS能够诊断并定量检测，如对

取自下肢深部创口的标本病原分析，可明确慢性伤口的菌群

状况包括厌氧菌，并提示伤口慢性愈合与细菌的量和种类明

显增多有关，特别是放线菌与伤口不愈关系最密切，假单胞

菌也有明显增加，对慢生长的结核分枝杆菌能够快速鉴定到

种并鉴别出耐药基因【4。5【。

2．2细菌生物膜的检测 另一临床感染的诊治难点是细菌

牛物膜，由于细菌产生的胞外多聚物与卜皮细胞表面受体结

合而黏附，使其以非常精细的方式相互黏连，并问断释放浮

游菌而使感染反复发作，导致临床诊治困难。如假体相关细

菌生物膜，Tbis T5000可在踝关节置换术前细菌培养阴性时

也能够检测到多种细菌生物膜，可以检测软组织和硬组织的

金属成分中有关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耐甲氧

西林的mecA基因，成为辅助诊断假肢关节生物膜细菌感染

的可靠的新技术怕J。致病细菌生物膜也是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导致病原体持久存在、反复发作并对抗

生素产生耐药。腺样体可作为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病原体储存

地，由于病原体被碳水化合物的基质包围并存在上皮细胞的

表面，通常方法很难检测到，Ibis T5000利用16对引物检测

到腺样体内定植多种病原生物膜，检测结果以流感嗜血杆菌

增多明显⋯。体现了Ibis T5000对临床标本检测的强大能力，

特点为不是针对一种病原，而是包括需氧菌和厌氧菌等的较

宽的检测范围，速度快。

2．3病毒的检测 不同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由于培养的复

杂性和种类繁多而使病原诊断困难。如经蚊子或蜱等虫媒传

播的黄病毒，由于其种间高度遗传多样性和免疫亲缘性，对

诊断提出了较高的挑战。Ibis T5000用13对不同的黄病毒引

物，从人体血液、血清和尿液口J以检测到西尼罗病毒，感染的

老鼠血液和脑组织中可检测到卡尔西病毒，硬蜱虱中发现了

波瓦桑病毒亚型一鹿蜱病毒。所有的病毒都被正确地鉴定到

种，同时验证了蚊传病毒的检测极限，西尼罗病毒的RNA敏

感度达O．2斑块形成单位”]。高通量的ESI—MS技术实验能够

检测多种蜱和蚊传播黄病毒感染，为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调

查提供了更好的新工具。同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Ibis生

物科技公司设计对痘病毒的DNA检测鉴定了痘病毒属，经

过PCR扩增引物经优化筛选4对，每对引物特异性地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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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毒，一个实验技术可以同时检测并鉴定出痘病毒属的不 较高，成为广泛推广的障碍。因此，PCR

同种，包括天花病毒、猴痘、牛痘、骆驼痘、鼠痘和其他啮齿类 广普及之路，还很漫长。

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痘病毒，敏感性达到6．3个斑块形成单 3参考文献

位，‘F复性100％，特异性强，与疱疹病毒，腺病毒无交叉反 l Eeker Dj，sampath R，Massire c，et aj．

应，研究结果表明，该试剂盒可以准确检测和识别痘病毒的

多个种一，⋯。

2．4在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应用 医院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杏

对于迅速查明导致爆发的主要因素、提出针对性措施以控制

流行蔓延或爆发再度发生有重要意义。Ibis T5000对院内鲍

曼不动杆菌医院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与PFGE基因分型具有

相同的效果，但过程简单，并与REP—PCR有相同的快速检测

速度““。环境中多种病原的监测也是卫生检验的重要环节，

格鲁吉亚的研究用IbisT5000快速检测环境中的所有已知的

致病性弧菌，首先利用标准弧菌株建立了方法和质谱库，再

针对弧菌科设计了广泛覆盖的8对引物，检测不同环境中的

样本，每种弧菌都有其特殊的质谱图(见图1)，并且检测到霍

乱毒素A基因(ctxA)阳性，证明其适用于对天然环境中病原

微生物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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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三种弧菌的质谱图

注：a为副溶血弧菌；b为创伤弧菌；c为霍乱弧菌

对于新发传染病病原的诊断，可以用IbisT5000首先通

过通用引物确定为病毒、细菌还是真菌，进一步锁定到属，放

大PCR产物，产生信息通过质谱PCR扩增，通过测序诊断出

新的病原⋯3’”】。目前，Ibis T5000已开发了检测真菌、耐药基

因、致病毒素、生物战剂相关病原、食物中毒病原的检测试剂

盒“5‘1“，进一步扩大了其实用性。

总之，IbisT5000(PCR质谱技术)相较于其他分子生物学

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包括可直接检测标本，也可以检测纯培

养物，精确测量提供高效的鉴定能力；可同时检测多种病原，

为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提供了新的选择，电为处理突发疫情和

新传染病诊断提供了保障“8。但是仪器设备成本及耗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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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床检验杂志(电子版)创刊及四部论著出版上市新闻发布会报道

由人民军医出版社、《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和解放军

总医院临床检验科编辑部共同承办的《临床检验杂志(电子

版)》创刊及论著《现代医学实验室管理与认可实践》、《实用

血细胞分析技术与临床》、《实用临床实验室管理学》、《临床

实验室仪器管理》出版上市新闻发布会于2012年4月27日

在北京杏林山庄举行。

本次发布会由丛玉隆主任亲自主持，首先是领导们发

言，各位领导对《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的创办以及四部论

著的出版所带来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效益予以肯定，并表达

了支持的态度。其中，李勇副社长热情洋溢的发言感染了大

家，为会场带来了轻松愉悦的气氛，表达了对丛主任的钦佩

崇敬之情，并高度赞誉了《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的高效务

实的工作风格，对期}1J未来发展寄予无限厚望。随后，丛主任

对《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的创刊及四部论著的创作过程、

背景等作了详细介绍，使大家了解了期刊创办的意义、四部

论著出版的实用价值。会议最后是记者提问环节，各大媒体

纷纷对杂志的创刊以及四部论著的出版向丛主任提出相关

问题，丛主任就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与阐述。会场

气氛异常热烈。

《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是以光盘一网络为载体，附纸

质导读本的多媒体出版物，是集“纸质版”、“光盘版”“网络

版”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学术刊物。“纸质版”、“光盘版”为

季刊，网络版根据作者互动程度随时增加、滚动刊登内容。杂

志将发挥网络版空问大、更新快、易交流的特点，并会随着杂

志的不断发展，设计更多模块。杂志读者定位于中级检验和

临床医护人员兼顾高、低级技术人员，注重临床与检验的结

合，重视基础教育和规范化培训，兼顾和临床医师、仪器试剂

生产厂商的交流沟通，同时做好医疗检验基础实用知识的宣

传和普及，以期进一步促进检验与临床相互沟通与合作，加

强检验医学队伍的学习与建设。

《现代医学实验室管理与认可实践》涵盖了质量管理、安

全管理、信息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现代管理理念，理论联

系实际，介绍了解放军总医院临床检验科在学科建设中的经

验与体会，并将国际管理理念与我国国情和医学实验室管理

现状相结合，总结推广国内外医学实验搴建设、管理的宝贵

经验，以达到推动医学实验室建设发展的需要。《实用血细胞

分析技术与临床》一书全面介绍了自动化血细胞分析质量管

理体系的建立，过程控制措施，流程管理方法等；总结了编者

及临床医师应用血细胞分析仪对疾病诊断、治疗、预后分析

的经验、科研成果和使用体会。且本书编写人员均有20年以

上的血液学检验专业的医疗、教学、科研经验和长年在一线

使用血细胞分析仪的经历，这些经验及科研成果的积累必将

成为读者了解血液分析仪的使用及发展动态等方面的良好

借鉴。《实用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是众多编委集多年实验室管

理经验与心得精心编撰的论著。对于医学实验室的实际工作

与科室领导框架的高效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设备、人

才、管理是医学实验室学科建设的三大摹本要素，也是学科

健康发展的基石。冈此，仪器设备管理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在

医学实验窒建设中不可忽视。论著《临床实验室仪器管理》正

满足了这一需求，全书对医学实验室仪器管理作了详尽而系

统的阐述。对于实验室领导及具体操作入员提供了规范化章

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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