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

WTR

感染年龄分布情况
!

WTR

感染年龄分布主要在

!%

!

(&

岁#共占
+(#%3

#结果见表
*

表
*

!!

WTR

感染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
#

百分比$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讨
!!

论

在健康妇女人群中#

WTR

的感染率为
"&3

!

('3

'

*

(

#而

高危型
WTR

的持续性感染是宫颈癌患病的关键病因#

WTR

导致宫颈癌是目前人类所有癌症病变中明确的致病因子#宫颈

癌也是少有明确病因的肿瘤之一'

(

(

)宫颈癌中
WTR-L/

的

检出率可高达
443

'

$

(

)因此#对
WTR

进行检测和基因分型对

宫颈癌的早期防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显示#重庆北部

地区妇女
WTR

感染率为
"!#*3

#高危亚型占感染病例的

+!#43

#其中
WTR0!'

型
+!

例$

!4#"3

&最多#依次为
$"

*

**

*

$%

型#本地区
WTR0$"

型位居第
"

#与赖燕燕等'

'

(的报道不一致#

这可能
WTR

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WTR

多重感染与宫颈病变呈正相关性#随宫颈病变级别

的增加而多重感染增加#宫颈癌除外'

+

(

#单一
WTR

感染使宫

颈癌的患病风险增加
!4#4

倍#而多重
WTR

感染使该风险增

加到
*!#%

倍'

%

(

)本研究显示多重感染
'!

例#占
"*#*3

#主要

为二重感染#以高危型和混合型多见)

在妇女人群中#

WTR

感染的高峰年龄在
!%

!

(&

岁年龄阶

段#此感染率为
+%#(3

#统计学上与
(&

岁以上的妇女有明显

差异$

!

$

&#&$

&#但该阶段的感染一般可在
%

!

!&

个月消失#

此阶段感染为暂时性)然而
*$

岁后仍为高危
WTR

的持续感

染#将有更高的风险患上宫颈癌#从感染
WTR

到宫颈癌的潜

伏期为
!#$

!

$

年左右)因此#宫颈癌病变的早期筛查与
WTR

检测成为筛查宫颈癌的主要手段#对早期诊断*治疗*预测病变

进展和指导治疗有重要价值)了解
WTR

感染的情况及
WTR

亚型分布#对发现
WTR

感染的高危人群#积极控制
WTR

感染

和有效治疗#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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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与校准品校准在血清酶检测中的应用比较

程茂玲!乔
!

刚

"山东省胶南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因子与校准品校准在血清酶检测中的差异%方法
!

应用速率法!采用因子校准与校准品校准
"

种校准方

式!对肌酸激酶"

21

$&乳酸脱氢酶"

P-W

$&丙氨酸转氨酶"

/P.

$&天冬氨酸转氨酶"

/S.

$&

/

0

谷氨酰转移酶"

ee.

$等
$

种酶进行检

测!室内定值质控血清批内各测
"&

次!随机标本
$&

份分别进行检测!在
!C

内完成!对
"

种校准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21

&

P-W

&

/P.

&

/S.

&

ee.

表现为因子校准结果明显低于校准品校准结果%室内定值质控血清因子校准均值分别为
21!4!#(

]

(

P

&

P-W!+%#$]

(

P

&

/P."4#&]

(

P

&

/S.*"#%]

(

P

&

ee.$&#']

(

P

!校准品校准均值分别为
21"!"#"]

(

P

&

P-W!%*#(

]

(

P

&

/P.*"#&]

(

P

&

/S.*$#(]

(

P

&

ee.$$#4]

(

P

#随机标本检测因子校准均值分别为
21!!&#']

(

P

&

P-W"&%#!]

(

P

&

/P.%&#*]

(

P

&

/S.44#%]

(

P

&

ee.%(#!]

(

P

!校准品校准均值分别为
21!**#"]

(

P

&

P-W"!$#&]

(

P

&

/P.4$#%]

(

P

&

/S.!!$#']

(

P

&

ee.4(#%]

(

P

%两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均小于
&#&&!

$%结论
!

通过对定值质控血清及随机标本所测

酶结果的分析!认为酶活性因子校准有较大的系统误差!校准品校准能更好地反应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校准#

!

酶#

!

因子#

!

校准品#

!

系统误差

!"#

!

!&#*4'4

"

5

#6778#!'+*0(!*&#"&!!#&(#&*$

文献标识码"

N

文章编号"

!'+*0(!*&

"

"&!!

$

&(0&(440&*

!!

酶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检测项目#因校准方式不同和检测

系统的差别#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往往有较大差异'

!

(

#在同一

实验室检测系统一致的条件下#不同的校准方式对结果也有较

大影响)酶速率法检测多以因子校准#相关报道多为因子校准

的结果'

"0(

(

)

"&&"

年国际临床化学学会$

Ja22

&提出肌酸激酶

$

21

&*乳酸脱氢酶$

P-W

&*丙氨酸转氨酶$

/P.

&*天冬氨酸转

氨酶$

/S.

&*

/

0

谷氨酰转移酶$

ee.

&等酶活力检测必须使用完

整的检测系统#依靠校准品定值#以实现酶的量值溯源#使检测

+

4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8BOPEGQ?:

!

/

I

@6>"&!!

!

R9>#*"

!

L9#(



结果具有广泛可比性)因子校准与校准品校准结果差异性的

报道尚不多#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初步探讨)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

&仪器和试剂!

WJ./2WJ+!+&S

型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日本日立公司生产)

21

*

P-W

*

/P.

*

/S.

*

ee.

所

用试剂均为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生产)临床化学

校准血清$批号!

*"4]L

"

!

&*临床化学质控血清$批号!

*!!

]L

"

4

&由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生产)$

"

&标本及概

况!门诊患者随机标本
$&

例#因子校准结果分别为
21*"

!

+%4]

"

P

*

P-W!!$

!

!&"%]

"

P

*

/P.!&

!

'%"]

"

P

*

/S.

!(

!

(44]

"

P

*

ee.!&

!

$%%]

"

P

)

?#@

!

方法
!

应用速率法#按照
+!+&S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要

求及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提供的
+!+&

生化分析仪

专用分析参数#设置各检测项目的工作程序#在各程序参数不

变的条件下#分别采用因子$长征公司提供的
H

值#分别为
21

(!"+

*

P-W%!44

*

/P. d****

*

/S. d****

*

ee.**4$

&

及校准品$长征公司定值分别为
21"!(]

"

P

*

P-W"&&]

"

P

*

/P.(&]

"

P

*

/S.(!]

"

P

*

ee.'!]

"

P

&

"

种校准方法#对定

值质控血清$长征公司定值靶值为
21"!%]

"

P

*

P-W!%']

"

P

*

/P.*(]

"

P

*

/S.*+]

"

P

*

ee.$+]

"

P

&及
$&

例随机标

本分别检测
21

*

P-W

*

/P.

*

/S.

*

ee.

#定值质控血清批内

各测
"&

次#以上检测在
!C

内完成)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配对
;

检验进行数据处理)

@

!

结
!!

果

@#?

!

质控结果
!

室内定值质控血清
21

*

P-W

*

/P.

*

/S.

*

ee."

种校准方法批内
"&

次检验结果见表
!

$

<

为标准品的标

准差&)校准品校准结果更接近靶值#

"

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均小于
&#&&!

&)

@#@

!

随机标本结果
!

$&

例门诊患者随机标本
21

*

P-W

*

/P.

*

/S.

*

ee."

种校准方法结果均表现为因子校准结果明

显低于校准品校准结果#酶活力越高#差异越大)在高活性标

本中#

21"

种方法相差高达
!+&]

"

P

#

P-W

相差
*(]

"

P

#

/P.

相差
!&']

"

P

#

/S.

相差
+4]

"

P

#

ee.

相差
+"]

"

P

)

"

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为因子校

准的标准差&)

表
!

!!

定值质控血清
$

种酶
"

种校准方法批内结果的比较#

]

*

P

%

项目 次数 允许报告范围 靶值
1

因子校准 校准品校准
校准品校准差$

<

&

!

值

21 "& !4&

!

"(+ "!% !4!#( "!"#" !#("

$

&#&&!

P-W "& !'&

!

"!* !%' !+%#$ !%*#( !#$$

$

&#&&!

/P. "& "4

!

(& *( "4#& *"#& &#%*

$

&#&&!

/S. "& *"

!

(* *+ *"#% *$#( &#4(

$

&#&&!

ee. "& $&

!

'* $+ $&#' $$#4 !#&"

$

&#&&!

表
"

!!

随机标本
$

种酶
"

种校准方法结果的比较#

]

*

P

%

项目
#

1

因子校准 校准品校准
因子校准差$

<

&

!

值

21 $& !!&#' !**#" *(#&

$

&#&&!

P-W $& "&%#! "!$#& $#+

$

&#&&!

/P. $& %&#* 4$#% "*#4

$

&#&&!

/S. $& 44#% !!$#' "'#!

$

&#&&!

ee. $& %(#! 4(#% !$#!

$

&#&&!

@#A

!

室间质控结果
!

参加山东省室间质控活动#应用校准品

和因子校准方法分别检测
21

*

P-W

*

/P.

*

/S.

*

ee.

各批

次质控物所得室间质评$

RJS

&分值见表
*

$栏内左侧为校准品

校准的*右侧为因子校准的&)按照中国室间质控评价方法#表

中对比可以清楚的看出应用校准品校准的除
"&&'0*&!!"

批号

21

为合格外#其余各批次各项目均为优良)

表
*

!!

山东省
"&&'

上半年室间质控
$

种酶各批号
RJS

分值

项目
"&&'0&*&!!! "&&'0&*&!!" "&&'0&*&!!* "&&'0&*&!!( "&&'0&*&!!$

21 (*

!

+% !""

!

!$" (*

!

+% $%

!

%4 "$

!

44

P-W +(

!

!"% (!

!

+' $+

!

4" '"

!

!&& (*

!

+"

/P. !(

!

$$ *&

!

'& (

!

$" !+

!

'$ 4

!

(&

/S. $(

!

%& '+

!

%4 ('

!

+% "(

!

$$ '"

!

%!

ee. !!

!

'& $4

!

+4 &

!

(" *+

!

+& +

!

$'

A

!

讨
!!

论

随着检验医学的不断发展#临床对检验结果的要求越来越

高'

$

(

)酶是医学实验室检测最多的项目#由于酶检测方法的特

殊性#也是最易产生误差的检测项目)通常酶检测多以因子校

准#计算公式!因子
f.Rb!&

*

"$

1

bSRbP

&)式中
.R

为总

反应体积#

1

为待测物摩尔吸光系数#

SR

为样本体积#

P

为比

色杯光径#由公式可见因子是不计检测系统固有系统误差的纯

理论值)有资料报道#对
*

台
WJ./2WJ+!$&

型自动生化分

析仪测
/S.

的因子#理论值约为实测值的
!#!"

倍)本仪器实

测
*(&8D

波长光度检查值为
!(+'"

$日立公司规定值
$

!4&&&

为合格&#应用
!!#!&DD9>

"

P

葡萄糖标准液$葡萄糖试

剂及标准液均为长征公司生产#批号
&&'&'"%

&对仪器进行精

密度检测#批内
#f"&

#

1f!!#!'DD9>

"

P

#

<f&#&4

#变异系数

$

>T

&

f&#%3

)长征公司提供的
+!+&

生化分析仪的因子$

H

值&分别为
21(!"+

*

P-W%!44

*

/P. d****

*

/S. d*

***

*

ee.**4$

#而本仪器实测因子为
21*+%'

*

P-W+4'&

*

/P. d*&*&

*

/S. d*&$%

*

ee.*&$4

)理论因子分别是

21

实测因子的
!#&4

倍*

P-W

的
!#&*

倍*

/P.

的
!#!&

倍*

/S.

的
!#&4

倍*

ee.!#!!

倍)显然#不同检测系统之间和同

一检测系统的任何误差#都将使实测因子与理论因子不一

致'

'

(

)当系统误差为正时#酶检测结果增高#反之酶检测结果

降低)

"&&"

年
Ja22

提出酶活力检测必须用完整的检测系统#依

靠校准品定值#以实现酶的量值溯源#提高酶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和广泛可比性#国内有关文献对校准品校准方法做了相关报

道'

+

(

)应用校准品校准#消除了不同检测系统之间及同一检测

系统本身固有系统误差的影响'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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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1T

&已是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近年来#尽管

国内已有部分肺炎克雷伯菌的相关基因研究报道#但上述报道

所涉及耐药相关基因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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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本院
Q-X1T

的氨基

糖苷类药物各种耐药相关基因存在状况#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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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分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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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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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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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住院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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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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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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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酶基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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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氨基糖

苷类修饰酶基因检测#结果发现了同时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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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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