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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高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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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用
&,X

扩增另一高毒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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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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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序所在区!然后测序

确定其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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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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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探针法检测!比较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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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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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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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影

响作用并不明显!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环境&遗传因素如
]R4"

基因簇多态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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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C5:B

共同作用调节胃黏膜
]R4"

&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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