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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总论、各论和附录三部分，共9章。
总论主要介绍了寄生虫病检测技术种类、作用、优缺点及操作注意事项。
各论分别介绍了病原检测、免疫学检测、核酸检测、影像学检查等技术的基本原理、操作步骤、器材
试剂、结果判定、注意事项以及案例分析等内容，本书供基层预防和临床工作者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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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免疫荧光标记技术　　免疫荧光标记技术（immuno fluorescence techniqtle）是在免疫学、生
物化学和显微镜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项检测技术。
此项技术成为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中常用的一种免疫学实验方法。
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特异性强、敏感性高、速度快，而主要的缺点是：非特异性染色问题尚未完全解
决，结果判定的客观性不足，技术程序也比较复杂，且要用荧光显微镜，不便于现场应用。
主要用于疟疾、弓形虫病、阿米巴病等的辅助诊断。
　　1.基本原理免疫荧光技术是将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与显微示踪的精确性相结合。
以荧光素作为标记物，与已知的抗体结合但不影响其免疫学特性。
然后将荧光素标记的抗体作为标准试剂，用于检测和鉴定未知的抗原或抗体。
在荧光显微镜下，可以直接观察呈现特异荧光的抗原抗体复合物及其存在部位。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用荧光素标记抗体检查抗原的方法较为常用，所以一般通称为荧光抗体技术。
　　荧光是指一个分子或原子吸收了给予的能量后，即可引起发光；停止能量供给，发光亦瞬即停止
。
荧光素是一种能吸收激发光的光能产生荧光，并能作为染料使用的有机化合物，亦称荧光色素或荧光
染料。
目前，用于标记抗体的荧光素主要有异硫氰酸荧光黄（FITC）、四乙基罗丹明（rhodamine，RB200）
及四甲基异硫氰酸罗丹明（tetramethyrhodamine isothiocyanate，TRITC），其他荧光物质还有镧系螯合
物等。
　　根据染色观察中抗原抗体反应的不同组合，经典的荧光抗体技术分为直接法、间接法、补体法和
双标记法。
①直接法：荧光抗体技术最简单和基本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荧光素标记的已知抗体直接进行细胞
染色或组织染色测定未知抗原，用荧光显微镜、流式细胞仪或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进行观察及测定
。
此法的优点是简单、特异。
但其缺点是检查每种抗原均需制备相应的特异性荧光抗体，且敏感性低于间接法。
②间接法：基本原理是用-抗与样本中的抗原结合，再用荧光素标记二抗染色。
此法的优点是：灵敏度高于直接法；而且一种荧光抗体可用于多种不同抗原的检测；如果第一抗体为
已知，间接法也可用于检测未知抗原。
间接法有时易产生非特异性荧光，为其缺点。
③补体法：为间接法的一种改良，即利用补体结合反应的原理，在抗原抗体反应时加入补体，再用荧
光素标记的抗补体抗体进行示踪。
④双标记法：用两种荧光素（镜下显示不同颜色的荧光）分别标记所需的特异性抗体，用于检测同一
标本的不同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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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寄生虫病检测技术》涉及各类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知识，如人兽共患寄生虫病、食源性寄生虫病
、机会性寄生虫病、土源性寄生虫病、虫媒寄生虫病、寄生虫病检测技术、寄生虫病监测技术等，以
分册形式出版。
主要内容包括各类寄生虫病的分布与危害、临床症状与流行特征、诊断与治疗、预防控制策略与防治
技术等，并收录部分病例和预防控制工作实例，是从事人体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基层疾病控制、临床
专业人员的实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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