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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检测领域，

PCR

（聚合酶链式反

应）技术是一项至关重要的革命性技术。它不

仅能够快速、 高效地扩增特定的

DNA

片段，

还在生命科学、医疗诊断、法医检测等多个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分条详细解读这

一核心技术。

一、

PCR

的基本原理

PCR

技术由

Kary B. Mullis

于

1985

年发

明，其原理类似于

DNA

在生物体内的复制过

程。 整个过程大致分为“变性

-

退火

-

延伸”三

个步骤：

1.

变性：在高温（约

95℃

）下，

DNA

双链

解开成单链，这一过程称为变性。

2.

退火：温度降低（约

55-60℃

），人工合

成的引物与

DNA

单链互补配对结合，这一过

程称为退火。

3.

延伸： 在

DNA

聚合酶的作用下，以

dNTP

为原料， 从引物的

3'

端开始合成一条

新的

DNA

链，这一过程称为延伸。

通过不断重复这三个步骤，目标

DNA

片

段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指数级扩增。

二、

PCR

技术的演进

PCR

技术自问世以来，经历了不断的改

进和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代：

1.

普通

PCR

技术：即第一代

PCR

技术，

以双链

DNA

为模板进行扩增，扩增产物通常

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定性分析。

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 第二代

PCR

技术，通过引入荧光染料或荧光探针实

时监测扩增过程中

DNA

数量的变化， 实现

定量检测。

3.

数字

PCR

技术：第三代

PCR

技术，基

于泊松分布原理， 将核酸样品分配到大量独

立、平行的微反应单元中，实现靶标核酸分子

的绝对计数。

三、

PCR

在医学检测中的应用

PCR

技术在医学检测领域的应用非常

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PCR

技术能够检

测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特定基因序列，具有

高度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能够解决免疫学检

测的“窗口期”问题。

2.

遗传疾病的筛查和诊断： 通过

PCR

技术可以扩增与遗传疾病相关的基因片段，

进行基因诊断，如地中海贫血、镰刀状细胞

贫血等。

3.

法医物证学：

PCR

技术能够扩增微量

DNA

样本，用于比对和分析，为刑事案件的

侦破提供关键证据。

4.

肿瘤检测：

PCR

技术能够检测癌基因的

突变和表达量，为肿瘤的早期诊断、分型、分期

和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

四、

PCR

技术的优势与挑战

PCR

技术的优势在于其高灵敏度、高效率

以及广泛的应用领域。 然而，该技术也面临着

一些挑战，如引物设计的复杂性、扩增过程中

的污染问题等。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严格

控制实验条件，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

PCR

技术作为基因检测的核心

技术之一， 在医学检测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相信

PCR

技术将

在未来为人类的健康和医学事业做出更大的

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眩晕是一种常见的症状， 它表现为目眩

与头晕的总称。目眩即眼花或眼前发黑，视物

模糊；头晕即感觉自身或外界景物旋转，站立

不稳。二者常同时出现，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

本文将从眩晕的病因、分类、症状、治疗

及预防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帮助大家更好

地了解和应对这一困扰。

一、眩晕的病因

眩晕的病因复杂多样， 包括内耳前庭至

前庭神经颅外段病变、 前庭神经颅内段和前

庭神经核及其纤维联系病变、 小脑和大脑病

变、心血管疾病、血液病、中毒性疾病等。 此

外， 眼源因素和精神神经因素也可能引发眩

晕。具体而言，颈椎病、高血压病、椎基底动脉

狭窄、耳源性疾病（如美尼尔氏综合征）、脑梗

死等，都是常见的眩晕病因。

二、眩晕的分类

根据病因， 眩晕可分为周围性眩晕和中

枢性眩晕。 周围性眩晕主要由前庭迷路病变

引起，如美尼埃病、前庭神经元炎、良性阵发

性位置性眩晕等。 中枢性眩晕则与血管性原

因、脑炎、脑部肿瘤等因素有关。此外，眩晕还

可分为旋转性和非旋转性、自发性和诱发性。

三、眩晕的症状

眩晕的主要症状包括视物旋转、 站立不

稳、恶心、呕吐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耳鸣、听

力下降、面色苍白、出汗、口周及四肢发麻等

症状。 眩晕严重时，患者可能失去平衡，甚至

摔倒，造成重伤。

四、眩晕的治疗

眩晕的治疗首先要查明病因， 然后对原

发疾病进行积极治疗。 药物治疗是常用的方

法之一，如苯海拉明、地西泮等可用于控制症

状，但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长期或大剂

量使用。 对于特定病因的眩晕，如耳石症，可

通过复位治疗；前庭神经炎需进行抗炎、抗病

毒治疗。手术治疗适用于眩晕发作频繁、长期

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

五、眩晕的预防

预防眩晕的关键在于积极预防和治疗原

发疾病。 对于已患有可引起眩晕的疾病的患

者，应积极治疗，并定期复查。此外，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如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饮食、适

当的运动等，也有助于预防眩晕的发生。对于因

精神因素引起的眩晕，患者需保持平稳心态，避

免情绪大幅波动。

结语

眩晕虽然常见，但并非小事。它可能由多种

疾病引起，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 当出现眩晕症状时， 患者应及时就

医， 查明病因，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积极治

疗。同时，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预防

原发疾病， 我们也可以有效地降低眩晕的发生

风险。

（作者单位：河北省曲阳第二医院

)

带你读懂基因检测核心技术———

PCR

□

王晓庆

了解眩晕并应对你的头晕困扰

□

贾贺珊

膝关节疼痛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症状

之一，常常伴随着肿胀、僵硬和伸屈功能受

限等问题。 这种疼痛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质

量，还可能预示着潜在的严重健康问题。 在

众多膝关节疼痛的原因中，骨关节炎和半月

板损伤是两个最为常见的元凶。 本文将从多

个角度对这两种疾病进行科普，帮助读者更

好地理解和应对膝关节疼痛。

一、骨关节炎：慢性磨损的代价

骨关节炎是一种慢性、 退行性关节疾

病， 也是导致膝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特征是关节软骨的磨损和骨质过度增生，

通常与衰老、肥胖、炎症、代谢障碍和创伤等

因素有关。

1.

发病机制：

关节软骨磨损：关节软骨是覆盖在关节

骨表面的一层光滑组织，起到缓冲和润滑的

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逐渐磨损，

失去其原有的弹性， 导致关节面直接摩擦，

引发疼痛和炎症。

骨质增生：关节软骨磨损后，关节骨面

暴露，为了增加稳定性，机体在关节边缘形成

骨赘（骨质增生），进一步限制关节活动，加剧

疼痛。

2.

临床表现：

膝关节疼痛，尤其是在长时间站立、行走

或爬楼梯后。

关节僵硬，早晨起床或久坐后尤为明显。

关节肿胀，有时伴有积液。

3.

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 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如布洛

芬）减轻疼痛和炎症。

物理治疗：通过锻炼增强肌肉力量，改善

关节功能。

手术治疗：在严重情况下，可能需要关节

置换术。

二、半月板损伤：运动与年龄的双重考验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一种重要软骨结

构，位于股骨和胫骨之间，起到缓冲和稳定关

节的作用。 半月板损伤是膝关节疼痛的另一

大元凶，尤其常见于运动损伤和退行性损伤。

1.

损伤类型：

外伤性损伤： 常见于剧烈运动或意外摔

倒时，膝关节在角度不对、姿势不当的情况下

受到过度扭转或挤压，导致半月板撕裂。

退行性损伤：随着年龄增长，半月板内

部结构发生变性、退化，抗压性和耐磨性逐

渐下降，无法承受膝关节的日常活动，导致

慢性撕裂。

2.

临床表现：

膝关节疼痛， 尤其是在进行活动或负

重时。

关节肿胀，有时伴有积液。

关节交锁，即关节在某个角度突然卡住，

无法活动。

3.

治疗方法：

保守治疗：轻度损伤可通过休息、冰敷、

压迫和抬高受伤的腿来缓解症状。 物理治疗

有助于恢复关节功能。

手术治疗：在严重情况下，如半月板撕裂

较大或影响关节功能， 可能需要进行半月板

修复或切除手术。

三、预防与注意事项

1.

合理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避

免过度剧烈或重复性的动作， 减少膝关节的负

担，同时注重运动前的热身和拉伸。

2.

控制体重：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加

重软骨磨损，因此应合理控制饮食，维持健康的

体重。

3.

正确姿势：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正确

的姿势，避免长时间站立、行走或爬楼梯等可能

加重关节负担的活动，适时休息，给膝关节以充

分的恢复时间。

4.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膝关节检查，及时发

现并处理潜在问题， 对于已经出现的疼痛或不

适，切勿拖延，应及时就医。

膝关节疼痛是一个复杂的症状， 骨关节炎

和半月板损伤是其中最为常见的元凶。 通过了

解这两种疾病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和治疗方

法，我们可以更好地预防和应对膝关节疼痛，提

高生活质量。如果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建议

及时就医以确定具体原因并制定合适的治疗方

案，早日恢复关节健康。

（作者单位：四川省天全县中医医院）

骨关节炎与半月板损伤的预防与注意事项

□

冉鑫

解析肌骨超声肩袖损伤的无创诊断

□

张晋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精准医疗已

成为现代医疗的重要趋势。 在众多精准医疗

手段中，肌骨超声以其无创、实时、动态可视

化的特点，在肌肉骨骼疾病的诊断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重点解析肌骨超声在肩袖损伤

无创诊断中的应用。

肩袖损伤：常见而复杂的肩关节问题

肩袖损伤是指肩部重要肌腱（如冈上

肌、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的肌腱）的损

伤或撕裂，常导致疼痛、关节活动功能受限

等症状。 肩袖损伤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关节问题。 因此，早

期、准确的诊断对于治疗至关重要。

肌骨超声：精准医疗的“侦察兵”

肌骨超声是一种利用高频超声波检查肌

肉、骨骼、神经、肌腱、韧带等浅表软组织结构

的无创诊断技术。 它能够清晰显示这些组织

的解剖结构和病变情况，如炎症、肿瘤、损伤、

畸形等。在肩袖损伤的诊断中，肌骨超声具有

独特的优势。

1.

无创无辐射：相比

X

线和

CT

检查，肌

骨超声无需接受辐射，对身体无伤害，适合任

何年龄段的患者。

2.

实时动态：肌骨超声可以实时观察肩

关节的运动情况， 有助于发现运动状态下的

特殊表现，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3.

高分辨率：肌骨超声具有极高的软组

织分辨率，能够精细分辨肌肉、肌腱等结构的

细微病变，与

MRI

相媲美。

4.

经济高效： 肌骨超声检查成本低廉，

操作简便，检查速度快，适合多关节病变的筛

查和对比检查。

肩袖损伤的无创诊断流程

在肩袖损伤的诊断中， 肌骨超声通常遵

循以下流程：

1.

患者准备：患者无需特殊准备，只需

暴露肩部即可进行检查。

2.

超声检查：医生使用肌骨超声探头在

肩部进行扫描，观察肩袖肌腱的形态、连续性

及周围组织的病变情况。

3.

动态观察：在患者主动或被动运动肩

关节时，实时观察肩袖肌腱的动态变化，评估

其功能状态。

4.

诊断报告：根据超声图像，医生出具

详细的诊断报告，明确肩袖损伤的类型、程度及

治疗方案。

精准治疗：肌骨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

在明确肩袖损伤的诊断后， 肌骨超声还可以引

导进行精准治疗。例如，在超声引导下进行肩关

节的精准注射治疗， 将药物准确注射到损伤部

位，达到消炎止痛的效果。这种治疗方式不仅效

果好，而且副作用小，深受患者欢迎。

肌骨超声作为精准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肩袖损伤的无创诊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其无创、实时、动态可视化的特点，使得诊断

更加精准、安全、有效。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肌骨超声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患

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骨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