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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对乙型肝炎病毒

-L/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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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采集全血标本对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ah0T2X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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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R-L/

$结果的影响%方法
!

分别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和普通第二代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同时采集
4&

例乙型肝炎患者空腹静脉血!对不同方式所采集标本测得的
WNR-L/

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以
WNR-L/

拷贝数的常

用对数值表示检测结果!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血清标本和普通第二代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血清标本检测结果分别为

(#4"U&#!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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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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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对
ah0T2X

法检测

WNR-L/

结果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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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不仅填充有进口分离胶#而

且在采血管内壁上均匀涂布有促凝剂#因此可大大缩短血液凝

固时间)进口分离胶对血清中的蛋白的吸附能力低#稳定性

强#离心后的分离胶固化形成屏障#平整地将血清与血细胞完

全分离#能够有效阻止血清和血细胞间的物质交换#从而有利

于获得高质量的血清#使血液检测的结果更加真实#也有利于

提高血清的收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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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主

要用于以血清标本为检测对象的临床生化检验*免疫学检验

等'

*0(

(

)但对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与普通第二代促凝

剂采血管所采集全血标本#并在分离血清后以血清作为检测对

象进行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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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差异的相关研究较

少)为了探讨分离胶对血清中
WNR-L/

测定结果的影响#

笔者进行了相关对比试验和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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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4&

例本院住院和门诊乙型肝炎$乙

肝&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每例患者采

用
"

种采血管进行全血标本采集$患者在接受
!

次静脉穿刺

后#分别用
"

种采血管采集全血标本&#其中分离胶促凝剂真空

负压采血管为试验组#未添加分离胶的普通第二代促凝剂真空

负压采血管为对照组#各采集
*DP

静脉血标本)

?#@

!

耗材*仪器与主要试剂

?#@#?

!

耗材
!

不同类型一次性人体静脉血采集管!北京积水

医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
S.

系列一次性使用分离胶

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规格型号
S.+(&2e

#批号
!&!&&(

&%湖

南浏阳医用器具厂生产的一次性使用第二代促凝剂真空负压

采血管$批号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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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公司生产的
-/+'&&

型基因扩增仪及配套
WNR-L/ah0T2X

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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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

&

4&

例患者分别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

管和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同时各无菌采集空腹静脉血
*

DP

%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采血后立即
!%&p

轻轻颠倒

混匀
$

!

'

次#室温放置
"&D68

后#以
%;D

为离心半径
*$&&

@

"

D68

离心
!&D68

)将以上各组来源的血清标本分别按
WNR

-L/ah0T2X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WNR-L/

定量扩增检

测)所测结果用拷贝数的对数值表示)$

"

&

WNR-L/

提取和

扩增!直接吸取血清
!&&

'

P

#加等量的
-L/

浓缩液充分混匀#

以
$;D

为离心半径
!"&&&@

"

D68

离心
!&D68

#弃上清液#加
"&

'

P-L/

提取液充分混匀#

!&&)

金属浴
!&D68

$前后误差不

超过
!D68

&#转至
()

静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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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

为离心半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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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8

离心
$D68

#取上清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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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做
T2X

反应)将点好样的反

应管放入
T2X

仪上#

4*)"D68

预变性#然后按
4*)($7

(

$$)'&7

反应
!&

个循环#再按
4*)*&7

(

$$)($7

反应
*&

个循环)每批
T2X

试验均同时检测阴*阳性对照标本和临界

阳性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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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TSS!*#&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

配对统计学处理%采用配对
;

检验进行检测结果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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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与普通第二代促凝剂真空

负压采血管分离血清进行
WNR-L/

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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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对数值比较

组别
8

检测结果对数值
>T

$

3

&

分离胶促凝剂真空采血管
4& (#4"U&#!4

"

(#"+

普通第二代促凝剂采血管
4&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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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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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第二代促凝剂采血管检测结果比较)

由表
!

可以看出#使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的

4&

例乙肝患者血清
WNR-L/

的检测结果对数值为
(#4"U&#

!4

#使用普通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时乙肝患者血清
WNR

-L/

的检测结果对数值为
(#%!U&#!%

)经配对
;

检验比较#

两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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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乙肝患者的血清学检测已经从以

常规的
q

两对半
q

检测间接反映患者体内病毒是否复制#开始转

向血清学的
WNR-L/

检测)乙肝对人类危害性极大#病毒

的活跃复制则是启动或激发肝脏组织炎性反应的因素#因此从

WNR-L/

定量的角度检测对临床诊断和评价病毒复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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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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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上绝大多数都是以分离自

用普通第二代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所采集的全血标本的血

清进行
WNR-L/

检测#所以本研究选择该种采血管作为对

照组)

ah0T2X

技术是在常规
T2X

基础上添加了荧光标记探

针#在无特异性
T2X

发生时#荧光信号不改变%当有特异性

T2X

扩增时#荧光信号增强)在
ah0T2X

检测过程中#实时检

测反应体系中荧光信号的变化#参照阳性梯度标准品#由电脑

自动计算出样品起始
-L/

定量结果)

由于分离胶技术不断得到推广#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

血管在临床检验医学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

(

)但分离胶促凝

剂真空负压采血管分离血清后对
WNR-L/

检测结果的影响

相关报道很少)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

采血管的
4&

例乙肝患者血清
WNR-L/

的检测结果对数值

为
(#4"U&#!4

#使用普通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时乙肝患者

血清
WNR-L/

的检测结果对数值为
(#%!U&#!%

%经配对
;

检验分析比较#两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因此

使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不会对
WNR-L/

检测产

生影响#而分离胶促凝剂真空负压采血管有利于更快速地分离

血清进行
WNR-L/

检测#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值得在临床

T2X

扩增实验室中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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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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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尿胱抑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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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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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管早期损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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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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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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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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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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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肾病早期!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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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均升高!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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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升高!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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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糖尿病早期肾小管损伤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肾小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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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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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型糖尿病

$

-Q

&主要的并发症之一#是导致末期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

因)

-L

起病隐匿#早期常缺乏明显的临床表现#因此#早期诊

断
-L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近来的研究表明#肾小管间质损伤

在
-L

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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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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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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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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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检测尿胱抑素
2

$

2

A

72

&*

L0

乙酰
0

#

0

氨基葡萄糖苷酶

$

L/e

&*

#

"

微球蛋白$

#

"

0Qe

&旨在探讨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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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肾

小管早期损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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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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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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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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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本院体检健康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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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平均年龄
(+

岁)均无肝*肾*高

血压*糖尿病等)$

"

&疾病组!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为本院

内分泌科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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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住院患者#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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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平 均 年 龄
(4

岁)均 按

\WY!44+

年关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确诊#无其他疾病引起的

肾损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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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排泄率$

]/,X

&又将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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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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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无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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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临床

-L

&

*'

例#

"(C]/,X

#

*&&D

F

)

?#@

!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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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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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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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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