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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肿瘤中线粒体
S2'

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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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

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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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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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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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技术与方法!

循环酶法测定总胆汁酸试剂交叉污染及预防措施

朱武军!邰
!

飞!邵燕丽!程艳琳

"贵州省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
!

PP$$$P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如何消除试剂携带污染对循环酶法测定血清总胆汁酸"

)('

$的干扰%方法
!

分别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3SX.R

$&总胆固醇"

)R

$&肌酐"

RI

$&三酰甘油"

)U

$等
"&

个项目对
)('

结果的影响及持续时间%结果
!

3SX.R

&

)R

&

RI

和

)U

试剂对
)('

测定存在明显的正干扰!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各试剂的干扰持续时间不同!其由长

至短依次为
3SX.R

&

)R

&

RI

&

)U

#其他试剂没有干扰"

/

%

$#$P

$%采取改进措施后!干扰现象消除%结论
!

合理安排
)('

与其他

干扰项目的检测顺序!可以有效地消除试剂携带污染对
)('

测定的影响%

关键词"指示剂和试剂#

!

总胆汁酸#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交叉污染

!"#

!

!$#%4&4

"

5

#6778#!&9%.:!%$#"$!!#$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

$

$4.$44$.$!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开创了生化检验技术的自动化和微量

化#其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实验室的效率#而且检测结果重复

性和稳定性较好)近年来#关于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间交叉污

染的报道也随之出现'

!.9

(

)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到部分样本

血清总胆汁酸$

)('

&测定结果与临床明显不符#疑为试剂的

交叉污染所致#因此研究了
"&

个常用生化项目试剂对
)('

测

定的干扰现象#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检测标本!收集无溶血*无黄疸*无脂血的

混合血清标本
"$

份)$

"

&仪器!

(Q.%$$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深

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试剂!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X)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Q)

&*碱性磷酸酶

$

'X̂

&*淀粉酶$

'-f

&*肌酸激酶$

Rd

&*肌酸激酶同工酶$

Rd.

-(

&*乳酸脱氢酶$

XS3

&*

#

.

谷氨酰转移酶$

#

.UU)

&*总蛋白

$

)̂

&*清蛋白$

'X(

&*尿酸$

['

&*尿素$

[*T

&*肌酐$

RI

&*总胆

红素$

)(,X

&*直接胆红素$

S(,X

&*三酰甘油$

)U

&*总胆固醇

$

)R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SX.R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XSX.R

&*载脂蛋白
'

!

$

'

G

;'

!

&*载脂蛋白
(

$

'

G

;(

&*脂蛋白

$

>

&'

X̂

$

>

&(*葡萄糖$

UX[

&*无机磷$

6̂

&以及总胆汁酸$

)('

&

试剂#均由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

羟丁

酸$

S%3

&试剂由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胆碱酯酶

$

R0T

&试剂由温州东瓯津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A

!

方法
!

$

!

&各试剂对
)('

的干扰程度!先将
"$

份混合血

清单独测定
)('

#以此作为对照#再将该血清分别按先测定

'X)

紧接着测
)('

的顺序#各测定
!

次)然后把
'X)

试剂

分别换成
)R

*

RI

和
)U

等余下的
"P

种试剂#同上方法进行测

定)$

"

&各试剂携带污染对
)('

结果影响的持续时间!将
"$

份混合血清各测定
)('!

次#以此作为对照#先测定
3SX.RP

次后#再连续测定混合血清中
)('!$

次)然后把
3SX.R

试

剂分别换成
)R

*

RI

和
)U

#同上方法进行测定)各检测项目严

格按照仪器使用手册及试剂说明书进行)$

%

&对
)('

的检测

顺序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其优先测定#按照上述方法重新测定

)('

)

@#B

!

统计学处理
!

结果以
<i@

表示#用
Q̂ QQ!%#$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

A

!

结
!!

果

A#@

!

3SX.R

*

)R

*

RI

*

)U

等
"&

种试剂对
)('

的干扰程度
!

3SX.R

*

)R

*

RI

和
)U

试剂对
)('

测定有明显正干扰#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7_P:#%&9

*

/

$

$#$!

#

7_

:%#9/"

*

/

$

$#$!

#

7_%9#!9%

*

/

$

$#$!

#

7_""#P:P

*

/

$

$#$!

&)

虽然上述四种试剂对
)('

测定均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是不

一样的#其影响大小依次为
3SX.R

%

)R

%

RI

%

)U

)其余
""

种试剂对
)('

测定没有干扰$

/

%

$#$P

&)结果见表
!

)

表
!

!!

"&

种试剂对
)('

测定结果的影响

试剂
)('

$

<i@

#

!

A;@

"

X

&

7

值

3SX.R !/9#&$i!:#4/

P:#%&9

"

)R !!!#4%i!$#/&

:%#9/"

"

RI :/#4"iP#!/

%9#!9%

"

)U ":#!"i%#&: ""#P:P

"

'X) P#%9i!#!: $#P$$

'Q) P#%%i!#!% $#%/4

)̂ P#9&i!#!" !#9"4

'X( P#/"i!#!4 !#/::

S(,X P#&%i!#$& !#%9/

'X̂ P#&9i!#$P !#:49

#

.UU) P#&4i!#$P !#P&P

)(,X P#"4i$#4! $#%$9

XS3 P#"&i$#4% $#"$:

R0T P#P/i$#/9 !#%"9

UX[ P#&&i$#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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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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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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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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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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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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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页"

续表
$

!!

(5

种试剂对
)EN

测定结果的影响

试剂
)EN

!

"W#

#

#

G78

*

U

"

$

值

I: #453W14"! $40"1

P3- #4#1W1466 $41!!

X+H #4#3W14"$ $4$"1

XN #4#$W146! $4$(5

,? #460W$41" $43$1

,?/'E #450W14!( $4#$0

UPU/, #46$W14!5 $461!

N

;

7N

$

#455W14!$ $4#"3

N

;

7E #451W14"3 $40(#

UI

!

9

"

#45(W14"5 $4#11

N'Y #45$W14"# $40#1

对照
#4($W14!1 Z

!!

$

)

!

"

141$

#表示与对照比较(

Z

)无数据$

"4"

!

-PU/,

%

),

%

,=

和
).

试剂携带污染对
)EN

结果影响

的持续时间
!

参照参考文献&

(

'方法#

-PU/,

试剂对其后

)EN

测定的干扰持续到第
5

个测试!第
$

!

6

个测试与对照比

较#其
$

值分别为
#04356

%

0#43!$

%

(#4$3(

%

(34"30

%

$"4((0

%

64(#0

和
146(0

"(

),

持续到第
0

个测试!第
$

!

#

个测试的
$

值

分别为
0346"(

%

3!4(60

%

(546!3

%

($401#

和
$4555

"(

,=

持续到

第
3

个测试!第
$

!

0

个测试的
$

值分别为
364$63

%

$"4#5!

%

54("(

和
14"16

"(

).

持续到第
(

个测试!第
$

!

3

个测试的
$

值

分别为
((4#0#

%

$#400#

和
14!"0

"$结果表明不同试剂对
)EN

测定有明显干扰的持续时间不同#其时间由长至短依次为

-PU/,

%

),

%

,=

%

).

$结果见表
(

$

"4!

!

采取措施后#

-PU/,

%

),

%

,=

和
).

试剂对
)EN

的干扰

情况
!

各干扰试剂对
)EN

测定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141#

"$结果见表
3

$

表
(

!!

各试剂对
)EN

测定干扰持续时间

试剂
)EN

!

"W#

#

#

G78

*

U

"

$

$

(

$

3

$

0

$

#

$

5

$

6

$

-PU/, $"6451W$04!" 65413W54!( 03411W5455 (#46"W346# $#4#3W(436 "4##W$4"# #4#3W$465

), $$$4!3W$14"5 #0453W#4## (54$$W3436 $#4("W$4!1 #45#W146" Z Z

,= 0"4!(W#4$" $"4((W3411 "45"W(431 #40"W$4$! Z Z Z

). (04$(W3450 $$4$"W$40" #4#5W$43# Z Z Z Z

对照
#4($W14!1 Z Z Z Z Z Z

!!

$

)表示该试剂对其后胆汁酸测定有干扰的测试个数(

Z

)无数据$

表
3

!!

采取改进措施后!各试剂携带污染

!!

对
)EN

结果的影响

试剂
)EN

!

"W#

#

#

G78

*

U

"

$

值
!

值

-PU/, #4#6W$40$ $4$$6

#

141#

), #4#(W$40( 14!65

#

141#

,= #4#!W$4(" $4(#6

#

141#

). #46(W$403 $4#11

#

141#

对照
#4$5W14"5 Z Z

!!

Z

)无数据$

!

!

讨
!!

论

试剂的干扰是由于前一测试项目中的试剂含有下一被测

项目的待测成分或者试剂中某物质能够参与下一个项目的反

应&

"

'

$本实验结果表明#

-PU/,

%

),

%

,=

和
).

试剂对
)EN

测定产生正干扰的根本原因是试剂携带污染所致#可能与

-PU/,

%

),

和
).

试剂中含有的胆酸钠具有胆汁酸的反应特

性#从而对
)EN

测定造成干扰(而
,=

对
)EN

的干扰可能与前

者试剂中含有活性较高的抗坏血酸氧化酶#影响了后者氧化还

原的进程有关$不同试剂干扰持续时间不同可能与其干扰成

分的浓度或影响程度有关$本实验的结果与文献报道不完全

相同&

!/$1

'

#可能与使用的试剂%仪器及仪器的使用状况不同

有关$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我清洗毕竟有限#仅靠简单冲洗过

程有时是不能彻底冲洗干净的$由于试剂成分的复杂多样性%

实验室仪器状况的独特性#以及各个生产厂家所提供的试剂产

品说明书常因多种原因而不能够全面反映试剂的组成情况#因

而发生试剂间的交叉污染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另外随着检验

项目增多#试剂间交叉污染也会增多#及时发现试剂交叉污染

可能带来的干扰就变得相当重要$检验人员特别是该仪器的

负责人应熟悉各项目的试剂成分和仪器的工作状态#同时注重

经验的积累#最大限度地避免交叉污染#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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