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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原检测的光化学灭活病毒液态质控物的制备及稳定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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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制备过敏原检测光化学灭活病毒液体质控物$方法
!

收集外观清晰(无溶血的标本每次测试完后剩余的新鲜

血清!用复合保护剂及光化学灭活病毒法制备过敏原检测的液体质控物并观察其稳定性$结果
!

用复合保护剂及光化学灭活病

毒法制备过敏原检测的液体质控物与人血清的性状相近!不需复溶!储存时间长!在
,

!

+d

及
S*-d

的条件下至少可达
+)

周$

结论
!

该液体质控物不需复溶!且稳定时间长$

关键词"观察%

!

液体质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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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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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化学灭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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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过敏原检测对变态反应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常用的过敏原体外检测方法很多*

9#*

+

'但目前特异性过敏原检

测的质控物供应很少#作者借鉴生化液体质控血清的制备方法

及血液制品的光化学灭活病毒法*

.#,

+

'采用复合保护剂制备过

敏原检测的光化学灭活病毒液体质控物#共观察
9D

个月#现报

道如下'

D

!

材料与方法

DBD

!

材料
!

外观清晰,无溶血的标本每次测试完后剩余的新

鲜血清$尘螨阳性%'

DBE

!

试剂
!

复合保护剂!丙三醇,乙二醇等'亚甲基蓝为
=F

?

#

@5

公司产品'

DBF

!

方法
!

向新鲜血浆中加入亚甲基蓝#使其终浓度为
9

$

@&J

"

<

#振荡混匀后置医用血浆病毒灭活柜中#经光照强度为

.B+\9-

,

<LQ

的可见光照射
.-@FG

*

)

+

'按体积比
*A.

向光化

学灭活病毒血浆中加入复合保护剂*

)

+

'

DBG

!

稳定性观察
!

取刚制备好的过敏原检测的光化学灭活病

毒液体质控物#上机测定#重复
*-

次#共
*-

个值#计算各项均

值$

V

%,标准差$

B

%,

;HZ

#确定质控范围$

Vf*B

%'将已制备并

测值的液体质控物#分成
,

!

+d

及
S*-d*

组#每个月从每

组取
9

份#随日常标本一起测定#每份重复
*

次#

8

个月后不定

期测定#一直到液体质控物的量测定使用完#统计各组的

;HZ

'

DBH

!

过敏原检测
!

;2MFOF66

敏筛定量过敏原检测系统#按其

说明书操作'

E

!

结
!!

果

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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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过敏原检测的光化学灭活病毒液体质控物的即刻测

定结果的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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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质控物的稳定性#尘螨%

时间 温度 浓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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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因子
R&Q(.

是
3],

V

3]*)

V

"

细胞发育和功能维持

的重要调节基因#特异性表达于
3],

V

3]*)

V

"

细胞#不因细

胞活化方式而变化#是当今最为特殊的
3],

V

3]*)

V

"

细胞标

志物*

9.

+

'鉴于
R&Q(.

在
3],

V

3]*)

V

"

细胞的发育和功能上

是必需的#检测
a/=:

孕妇
3],

V

3]*)

V

"

细胞中
R&Q(.

的

表达#对于进一步探讨
3],

V

3]*)

V

"

细胞在
a/=:

中的作用

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少见此方面的报道'

本实验临床检测显示#

a/=:

患者外周血中
3],

V

3]*)

V

R&Q(.

V

"

细胞比例低于同期健康妊娠者'

3],

V

3]*)

V

R&Q(.

V

"

细胞水平下降可能导致母胎耐受#不能有效维持而

发生病理妊娠#提示
"

细胞在妊娠期介导和维持母胎免疫耐

受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

"19C

细胞和
3],

V

3]*)

V

R&Q(.

V

"

细胞的关

系是复杂的#

"19C

,

"

细胞和细胞因子形成
9

个网络#在维持

健康妊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9C

数量增加而
3],

V

3]*)

V

R&Q(.

V

"

细胞数量减少可能下调母亲对胎儿的免疫抑

制功能#导致母胎免疫耐受形成障碍#从而导致
a/=:

的发

生'故对
"19C

"

"

细胞平衡调控的深入研究#将为该病的临床

治疗提供新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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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控物的即刻测定稳定性结果#见表
9

'

F

!

讨
!!

论

制备的液体质控血清使用的是标本每次测试完后剩余的

新鲜血清#一方面可以废物利用#节省费用&另一方面#由于使

用人血清具有与正常血清同样的清晰度,黏稠度和色泽#性状

与水平符合临床要求#因此可以更好地控制日常标本检测的质

量'以复合保护剂作稳定剂制备的过敏原检测的液体质控血

清#具有与健康人血清相近的性状#制备中又减少了因冻干和

重建等因素的影响与干扰'表
9

结果表明#光化学灭活病毒技

术制备的过敏原检测的液体质控血清的即刻测定结果稳定,变

异较小#能满足临床检验质控要求'

丙三醇有较强的高渗抑菌和抗氧作用#再加上复合保护剂

其他成分的保护#使制备的过敏原检测的液体质控血清稳定性

很好#在
,

!

+d

及
S*-d

的条件下至少可达
+)

周#远多于普

通液体质控血清的稳定时间$

)-

周%'

人液体质控血清的生物安全一直是液体质控血清制备中

9

个不易解决的重要问题'亚甲基蓝"光动力灭活病毒是近几

年才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欧洲的一些国家从
9DD*

年开始在临

床应用亚甲基蓝"光化学法处理冷冻新鲜血浆#亚甲基蓝"光化

学法产生的单线态氧对病毒核酸,膜蛋白,膜脂都会造成损伤#

光激活产生的自由基$比如羟自由基%可导致
]!:

单链断裂#

病毒已完全失去穿透,复制及再感染能力&同时#光化学法对血

浆中的各种成分及抗体活性影响较小*

)#8

+

'作者将此技术引入

过敏原检测的液体质控血清的制备#以保证液体质控血清的生

物安全#表
9

结果表明#光化学法对制备的过敏原检测的液体

质控血清的稳定性确实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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