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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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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不同基质标准品校准对
h

#

PD

#

"F

测定的影响&方法
!

采用检测原理不同的分析仪!用原装标准品#水溶

性标准品和复合标准品校准仪器后检测
h

#

PD

#

"F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不同仪器经不同标准品校准后!

h

#

PD

#

"F

测定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复合标准品校准仪器后!两种仪器
h

和
PD

检测结果相关系数"

O

&

%分别为
+',2*&

和

+',*)%

$以水溶液标准品校准仪器后!两种仪器
h

和
PD

检测结果
4

& 分别为
+',,+)

和
+',*(%

%$分别以复合标准品和水溶液标

准品校准仪器后!两种仪器
"F

检测结果相关系数
O

& 分别为
+')**)

和
+'4,,2

%结论
!

临床需重视不同基质标准品校准对检测

结果的影响&

关键词"参考标准$酶法$基质效应$定标方式$复合校准液$水溶液校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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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化学测定电解质的方法有离子选择电极法)火焰

光度法)电量法和酶法等&

%

'

(电解质酶法是近几年发展的新方

法!已越来越多的运用于临床(基质效应对电解质酶法测定的

影响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基质效应不仅与标本除分析物以

外的其他成分"已知或未知$的组成及含量有关!也与分析系统

的方法)试剂)仪器和定标方式有关&

&

'

(本研究对采用试剂盒

附带的水溶液标准品和
#-P0_<

复合标准品分别校准仪器!

并用酶法测定
h

)

PD

)

"F

!结果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材料
!

"

%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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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_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电极法"间接法$!试剂)标准品均为原装品#日本

东芝
8.-$%&+

全自动生化仪!化学比色法!试剂盒及复合标准

品
"-Z&)1+

"批号%

1++bP

$均为英国
#-P0_<

公司产品(

-

水溶液标准品为酶法试剂盒附带("

&

$标本%本院门诊和住院

患者血清标本
&+

份!浓度包括各个医学决定水平!

h

)

PD

)

"F

平均浓度分别为
)'%*

)

%)*'2

和
%+%'166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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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

%

$用
.-"h/-P

原装标准品校准仪器"

h

三点

定标!

PD

两点定标!

"F

三点定标$后测定
&+

份标本!以
%

"

&+

和
&+

"

%

的顺序测定!记录
4+

例结果("

&

$用复合标准品校准

8.-$%&+

"

h

两点定标!

PD

两点定标!

"F

两点定标$后按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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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顺序测定标本!记录
4+

例结果("

)

$用水溶液标准品

校准
8.-$%&+

"

h

两点定标!

PD

两点定标!

"F

两点定标$后以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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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顺序测定标本!记录
4+

例结果(

C'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配对
0

检验和回归分析!运用
/>$

KHA?AJC5UKBF&+++

工作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D

!

结
!!

果

不同仪器及不同方式校准仪器后
h

)

PD

)

"F

检测结果见表

%

)表
&

(以复合标准品校准仪器后!两种仪器
h

和
PD

检测结

果相关系数"

O

&

$分别为
+',2*&

和
+',*)%

#以水溶液标准品

校准仪器后!两种仪器
h

和
PD

检测结果
O

& 分别为
+',,+)

和
+',*(%

#分别以复合标准品和水溶液标准品校准仪器后!两

种仪器
"F

检测结果相关系数
O

& 分别为
+')**)

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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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法与复合标准校准方式测定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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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电极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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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法与水溶液标准校准方式测定结果的比较

项目
电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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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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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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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

h )'41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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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效应是指样本中除分析物以外!所有其他成分所介导

的分析误差!影响分析物定量测定的准确性&

)

'

!

+

因基质效应

而导致的检测结果的偏差称为基质偏差(国际标准化组织

"

Y9_

$对基质效应所作的定义是%-除被测定物质以外样本的

物质!它可以影响到被测物的检测一测定结果."

Y9_%1%2,

$(

.-"h/-P

原装标准品具有很好的溯源性!可以减少由

基质造成的差异(本研究显示!以此方法为对照!分别采用两

种不同的标准液校准
8.-$%&+

后!

h

)

PD

)

"F

的测定结果与对

照方法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差异可能是标准液基质不同

所致(

本研究中!

h

和
PD

所用的血液标准液是模拟人血清成分

的干粉物质!该血清校准液在制备过程中经过过滤)透析或离

子交换)添加剂等预处理后!其基质与新鲜人血清基质存在一

定的差异!但所引起的差异小于水溶性基质的标准品(

"F

除

了不同基质引起的差异外!还有测定方法所引起的差异!化学

比色法中
"F

的校准曲线是不规则曲线!推荐应用三点或四点

校准&

4

'

!而以两点校准模拟出的是规则直线!因此不在校准点

附近的浓度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导致相关性较差"下转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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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糖化血红蛋白
!"#

!

$%!"#

"未检出#妹妹
$%!"#

为
&'()

#

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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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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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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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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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电泳检测%胎

儿血红蛋白!

$%=

"占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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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贫基因检测%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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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检测
"

地贫基因!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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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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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为东南

亚型!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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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点杂交!

8;9

"法检测
#

地贫
"C

个常见

突变位点#只有
D2A*?+&-

正常野生型检测探针出现蓝色斑点#

其余
+

种正常野生型探针均无法显示#患者确诊为
$@=$

(

!

-

"

$%!"#

检测%未测出结果$

!'"

!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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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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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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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电泳检测%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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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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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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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贫基因检测%

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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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

地贫基因#此患者为东南亚型!

??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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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

地贫
"C

个常见突变位点#未见异常#患者确

诊为
$@=$

(!

-

"

$%!"#

检测结果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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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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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血红蛋白生成时间发生改变所造成的#表现为

成人患者产生高于正常比例的
$%=

!超过
$%

总量的
")

"#而

不存在其他病因$

$@=$

是一个相对良性的疾病#通常无临

床症状#也研究认为
$%=

对氧亲和力高#如果成人产生过多

$%=

可能会出现不明显的临床症状)

"

*

$

$%!"#

反映机体
+

$

3

周前的血糖水平#常用检测方法有离子交换树脂微柱法'离

子交换高液相色谱法免疫法'电泳法等$本研究采用的是
9EF?

8>G;?"6

血红蛋白
!"#

试剂盒#使用离子交换高液相色谱法

测定
$%!"#

$

$%!"#

测定常用方法均受
$%=

干扰)

*

*

$因此

需重视
$%=

对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影响#避免将
$@=$

患者

误诊为糖尿病$以非酶促反应在红细胞内形成的总糖化血红

蛋白!

H$%

"与细胞内糖的含量成正比#糖化血红蛋白
!"

!

$%!"

"的形成是由于
$%!

的
#

链
I

端糖化!包括葡萄糖'

"

#

+?

二磷酸果糖'

+?

磷酸葡萄糖等"#而
$%!"#

是
$%!

的
#

链

I

端与葡萄糖结合的产物)

,

*

#所以一般将
$%!"#

作为反应糖

尿病患者较长时间内血糖控制情况的指标$

$%=

是胎儿体内

$%

的主要成分#婴儿出生
,

个月后降至
*6)

左右#

+

个月达正

常水平$正常成年人
$%=

"

6'+)

#其对
$%!"#

测定的干扰

可忽略不计$但姐姐全血中
$%=

占
"66)

#没有
$%!

存在#

因此亦无
$%!"#

存在#本室所采用方法无法检测
$%!"#

#而

妹妹全血中
$%=

占
"6'*)

#其
$%!"#

正常#所以当全血中

$9=

"

"6'*)

时#

$%!"#

不受影响#当
$%=

在
"6'*)

$

"66)

时#其对
$%!"#

检测的影响需进一步探讨$

$%=

增高常见于新生儿'妊娠期妇女'某些类型的
#

?

地中

海贫血镰型红细胞贫血患者)

-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

&

*和

$@=$

患者等$上述人群在测定
$%!"#

时#应首先进行
$%

电泳检测#确认是否存在可干扰
$%!"#

检测的异常
$%

$在

异常血红蛋白病高发地区#如广东'广西#更需慎重检测包括

$%!"#

在内的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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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用纯净水

的水质也对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水质差的含有较多外源性

离子干扰(用于复溶试剂的蒸馏水水质的好坏也对检测结果有

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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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化学分析中#试剂'标准品的使用比较混乱#许多试

剂盒所附带的标准液为单一水溶性#忽略了基质效应对检测结

果的影响$为了减小基质偏差#笔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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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室内质控样

品#使其更接近新鲜人血清和具有溯源性的质控品(!

*

"选择方

法及方法学参数#使其适应性更强且易于掌握#而对制备物!如

标准液'室间质控样品与质控物"基质的确切性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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