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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标本中溶血(脂血(血液保存液对抗
#U>X7<>=:

法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采用模拟对照实验!用溶

血(脂血(血液保存液和小牛血清分别对抗
#U>X

阳性质控血清进行系列梯度稀释!用
7<>=:

法检测!观察溶血(脂血(血液保存液

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

含有血液保存液的抗
#U>X

阳性质控血清的检测结果均明显低于小牛血清对照组"

I

'

-B-9

#!且在

8-Z

稀释度内!随血液保存液浓度逐步增加!降幅有加大趋势%而溶血(脂血对抗
#U>X

阳性质控血清的检测结果影响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I

(

-B-)

#$结论
!

血液保存液对
7<>=:

法检测抗
#U>X

结果影响明显%而溶血(脂血对抗
#U>X7<>=:

法检测结果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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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7<>=:

法%检测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

U>X

%抗体是血站进行
U>X

筛查的普遍方法#其灵敏

度和特异性已得到证明#但其影响因素也不少#包括人员,试

剂,仪器,时间等因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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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
7<>=:

法检测抗
#U>X

结

果的准确性#是关系到用血安全的重大问题'本文针对标本内

源性因素#包括溶血,脂血,血液保存液对抗
#U>X7<>=:

法检

测结果的影响进行对比实验#并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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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DBD

!

材料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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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质控血清$北京康彻思坦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批号!

*--D-)--*

#浓度!

,!3a

"

@<

%&新生小牛血清

$广州蕊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C9C-

%&血液保存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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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费森尤斯卡比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批号为!

+)3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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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溶血$经免疫印迹法确认阴性的血

液#人为制造溶血#血红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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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脂血$经免疫

印迹法确认阴性的脂血#脂肪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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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试剂
!

人类
U>X

抗原抗体诊断试剂盒$法国
'F&#

/5M

公司#批号!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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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奥地利
:GI1&6

公

司%#

(_#+9*

自动洗板机$深圳汇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F#

GG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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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移液器$上海雷勃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UU#

_,*-

恒温水箱$江苏金坛医疗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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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混合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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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血清#用小牛

血清,溶血,脂血,血液保存液
&

,

'

分别将其按
9-Z

梯度稀

释#配成
)

个系列组浓度#使抗
#U>X

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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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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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8

,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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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和
-B,!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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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试剂盒说明

书采用
7<>=:

法对以上标本稀释
9-

次#每个标本每次做双孔

检测#取其吸光度与临界值比值$

=

"

3T

%平均值'分别取血液

保存液
&

,

'

的
=

"

3T

均值与小牛血清比较#计算各组
=

"

3T

均值变化量'

DBG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用酶标仪读板的
=

"

3T

$

VfB

%表

示#以小牛血清作为对照组&其他各实验组检测结果与对照组

比较#用配对资料
<

检验统计'

E

!

结
!!

果

EBD

!

各组检测
=

"

3T

均值变化#见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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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U>X

质控血清在血液保存液
&

,

'

不同梯度稀释后

=

"

3T

均值变化情况#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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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U>X

质控血清经不同稀释液梯度稀释后
=

$

3T

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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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B8 .B* *B+ *B, *B- 9B8 9B* -B+ -B,

小牛血清
*B8,f-B9C *B.,f-B9D *B-Df-B98 9B+9f-B98 9B)*f-B9, 9B*+f-B9. -BD*f-B99 -BC,f-B-D -B))f-B-+

溶血"

*B)Df-B9D *B.*f-B9C *B9*f-B98 9B+8f-B98 9B)-f-B9+ 9B*,f-B9, -BD+f-B99 -BC+f-B9- -B)8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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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血清经不同稀释液梯度稀释后
=

$

3T

均值比较#

!3a

$

@<

%

组别
.B8 .B* *B+ *B, *B- 9B8 9B* -B+ -B,

脂血+

*B)*f-B*- *B.Cf-B** 9BD+f-B*- 9BC+f-B9+ 9B,Cf-B9. 9B..f-B9, 9B-*f-B9, -BC,f-B9- -B,+f-B-+

保存液
&

#

*B,,f-B9D *B-+f-B9) 9BC8f-B99 9B,)f-B9. 9B9Df-B-D -BD)f-B-D -BCDf-B-+ -B88f-B-D -B)*f-B-+

保存液
'

##

*B)8f-B9) *B9)f-B9C 9B++f-B9) 9B89f-B99 9B.)f-B99 9B9-f-B9* -B+8f-B9- -B8Cf-B9- -B,D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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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

&

+

!

I

(

-B-)

#

<[-BD-9

&

#

!

I

'

-B-9

#

<[)B))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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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

<[8B9+*

#与小牛血清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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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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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血清在血液保存液不同稀释度下
=

$

3T

均值变化情况#

!3a

$

@<

%

组别
稀释度

9-Z *-Z .-Z ,-Z )-Z 8-Z C-Z +-Z D-Z

保存液
&

SCB8 S99B9 S9)B+ S9DBD S*9BC S*9B9 S9,B9 S9-B+ S)B)

保存液
'

S.B- S+B9 S9-B- S99B- S99B* S9,B9 S8B) SDB) S9-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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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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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结果显示#溶血标本和脂血标本对抗
#U>X

检测结果

没有影响#这与相关报道相一致*

,

+

'也有分析认为#溶血或脂

血标本易造成
7<>=:

法检测结果假阴性#可能与不同厂家试

剂抗干扰能力不同有关*

)#C

+

'试剂说明书也指出#高达
.8

?

"

<

的三酰甘油标本和
9-

?

"

<

的溶血标本均不影响检测结果'表

9

结果也提示#标本中混入血液保存液能明显降低试剂对抗
#

U>X

检出能力#甚至出现漏检'相关研究表明#血液保存液对

7<>=:

法检测结果有影响*

+#D

+

'通过表
*

对比发现#两种血液

保存液对抗
#U>X

检测的
=

"

3T

值变化影响趋势相似#当保存

液混入量在
8-Z

以内#即没有超过试剂的检出限#随保存液混

入量增加#

=

"

3T

值降低更加明显'

影响
7<>=:

法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包括来自标本的内

源性因素#如抗凝剂,

$

U

值,离子强度和稀释作用等均可对检

测结果产生影响*

9-#99

+

'血液保存液的主要成分是枸橼酸,枸

橼酸钠,葡萄糖等'孙立平*

9*

+报道#以枸橼酸
#

枸橼酸钠作为

抗凝剂的标本对抗
#U>X7<>=:

检测结果无影响#在本实验

中#血液保存液影响检测结果可能不是枸橼酸
#

枸橼酸钠成分'

由于血液保存液
&

,

'

的
$

U

值分别为
)B-

和
)B)

#当血液保存

液混入标本时#可引起标本
$

U

值,离子强度等变化'随着标

本中混入保存液含量不断增加#标本
$

U

值会逐步降低'表
*

显示#

=

"

3T

值降幅不断加大#同时也体现出较低
$

U

值的保存

液
&

比保存液
'

对降低
=

"

3T

值更加明显#结果提示#标本
$

U

值可能是影响结果的原因之一'

目前#血站使用的
*--@<

血袋中#保存液
&

,

'

配方含保

存液分别为
)-

,

*+@<

#以健康人血浆含量$

)-Z

!

8.Z

%中间

值
)8Z

计算#采血后血浆含保存液比例分别约
.-Z

和
*-Z

#

对照表
*

#在此两种稀释度比例的不同保存液下#相应的
=

"

3T

值降低
9)B+Z

和
+B9Z

'若将标本中保存液稀释作用加以比

对#则可能会将实际
=

"

3T

值降至更低#这对检测结果影响将

更为显著'

大多数血站对初次检测有反应性标本进一步复检时#采用

抗凝试管血和采血导管血同时进行复检#易造成检测结果不一

致#甚至漏检'因此#作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完

善标本留样确认程序#确保标本与血袋同源性#复检时避免从

血袋导管取标本&检测含有血液保存液的血袋导管标本时#将

抗
#U>X

的临界值相应调低&血袋厂家研制新血袋#附带留样试

管#将最初采集没有保存液的血液用于检测&开展灵敏度更高

和抗干扰能力更强的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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