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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仪器血糖测定的相关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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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测定血糖的方法进行评价%方法
!

共搜集患者标本

%$

例!分别用血气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葡萄糖浓度%每种仪器对每例标本测定
%

次取均值%对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

血气分析仪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糖结果!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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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所测结果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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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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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用的是电极法测定葡萄糖!具有操作简便&快速&标本用量少&结果准确&抗干扰&特异性高等特点!特别适用于急

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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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能够方便*快捷且在不增加患者痛苦

的情况下应用电极法测定血浆中葡萄糖浓度#在急诊检验中得

到广泛应用)但这种仪器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测定的血糖

结果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可比性有必要做一些论证)本研究依

据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RXQ,

&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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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种仪器测定

血糖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以分析
"

种仪器血糖项目检测的相关

性#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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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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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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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

16;A<=<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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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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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己糖激酶法葡萄糖试剂$厦门英科新创公司&*标准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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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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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A

!

实验标本
!

搜集同时做血气分析和急诊葡萄糖测定的

血液标本)

@#A

!

方法
!

共搜集患者标本
%$

例#分别用血气分析仪*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葡萄糖浓度)每种仪器对每例标本测定
%

次取均值)

@#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
Q̂ QQ!%#$

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两者差异比较用配对
7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线性

相关回归分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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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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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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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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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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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测定结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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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己糖激酶法
%$ /#4:i"#4%

血气分析仪电极法
%$ /#4P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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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
!

"

种方法的测定结果显著相关$

?_$#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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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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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

'

是参比方法#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己糖激

酶法测定结果%

#

是待评方法#为血气分析仪电极法测定结果)

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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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分析
!

经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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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可知血气分析仪电极法与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己糖激酶法测定葡萄糖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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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人体能量的主要

来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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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测定的常规方法包括葡萄糖氧化酶法*己糖

激酶法*电极法和干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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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考方法为己糖激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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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试剂和校准品未配套使用#对于该系统必须作细致的方法

学评价实验#包括比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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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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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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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将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己糖激酶法与血气分析仪电极法测定葡

萄糖的结果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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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除了能完成血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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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血气指标检测

外#还能提供血红蛋白*红细胞比积*电解质*血糖*乳酸等指标

的检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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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己糖激酶法是葡萄糖测定的参考方法#而

'(X/$$

血气分析仪采用电极法进行葡萄糖测定#具有操作简

便快速*标本用量少*结果准确*抗干扰*特异性高等特点#特别

适用于急诊检验'

!$

(

)以自动生化分析仪己糖激酶法为参比方

法#对血气分析仪电极法进行评估#经统计学分析#两者检测结

果间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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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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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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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表明两者方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应该注意的是葡

萄糖的测定应该在收集标本后尽快完成#以免新陈代谢引起血

糖浓度误差)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次研究中所用的血气采

血针是专用的固体肝素血气采血针#若用液体肝素就可能存在

样本被稀释的问题而产生测量误差)

在许多分析仪中#内源性和外源性的一些干扰物质会影响

血糖的测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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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完成血糖检测#将大大缩

短治疗决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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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分析灵敏度的评价

张亚松!谢秋燕

"广州军区总医院检验科!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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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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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及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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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分析灵敏度的评价%方法
!

根据临床实

验室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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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选定
%

个项目)血糖"

UX[

$&总蛋白"

)̂

$&胆固醇"

)R

$*的空白样品进行连续
!$

次批内重复测

定!对系列检测限样品进行
!$1

的重复测定!以计算出
%

种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检测低限&生物检测限和功能灵敏度%结果
!

%

个项目的实验结果均远小于其试剂说明书提供的参考值下限!检测低限结果与
*VR3T

试剂说明书提供的数据吻合%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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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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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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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灵敏度高!符合临床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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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自动生化检测系统在实验室中的广泛应用#美国临

床实验室改进法案$

RX,'j//

&要求每个实验室必须在对其拥

有的检测系统进行性能评价后#方可将检测系统用于临床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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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灵敏度或称检测限是反映检测系统分析性能的重

要指标#也是测试项目方法学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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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仪器进行分析灵敏

度的评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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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

!

标本来源
!

采用生理盐水作为空白样品)检测限样品

为混合血清的系列稀释浓度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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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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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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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己糖激酶法测定#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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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比色法测定#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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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对空白样品进行
!$

次批内重复测定#对检测限样品连

续
!$1

进行重复测定#计算出检测低限*生物检测限*功能灵

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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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空白样品分别稀释配制成一系

列浓度#并使其尽量与厂家提供的检测低限浓度相近#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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