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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是体内氨基酸代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是活

力最强的转氨酶#广泛存在于机体组织细胞内#尤以肝'心肌'

脑'肾等细胞内酶活力最强#与肝功能变化密切相关#是反映肝

脏损伤的
!

个极为灵敏的指标)

"

*

#肝细胞严重损伤危及线粒体

时#

*76

会进血中#导致
*76

升高(

*X6

主要在肝细胞浆内#

当肝细胞损伤时#

*X6

首先进入血中#血液中
*X6

水平迅速

升高)

'

*

(

6)ZX

'

.)ZX

和
Z)ZX

是反映机体胆色素代谢的主要

指标#

3&c

左右胆红素来源于衰老红细胞中血红蛋白的分解#

人体血红蛋白的分解增加'肝脏组织细胞损伤以及肝胆管堵

塞#可导致血液中胆红素增加(

高原环境下#由于机体氧代谢发生改变#机体供养与耗氧

平衡失调#导致机体生理功能的一系列变化)

@5%

*

(高原低压低

氧环境可致多器官损害#有研究表明!高原低氧环境可引起肝

脏机能和代谢方面的改变#并与低氧程度成正比#而且随着高

原生活时间的延长#这种异常变化也随之降低)

$53

*

(高原移居

者出现高原病症状时
*X6

'

*76

水平均增高)

(

*

#高原缺氧可

导致机体红细胞生成的生理调节发生紊乱#红细胞生成增多'

脆性增加'破坏增加'代谢产物相应增多#

6)ZX

和
Z)ZX

也相应

增加(有研究报告)

!&

*

!汉族男性进入高原工作后#

6)ZX

和

Z)ZX

明显增加#既有胆红素来源增加的原因#也有肝实质损伤

的因素(

由高原返回平原后#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

6)ZX

'

.)ZX

'

Z)ZX

'

*X6

'

*76

常作为肝脏功能监测指标(本研究显示由高

原返回平原近
'

年后#人群肝功能
%

项指标与对照组间无显著

差异#提示观察组人群因高原低压低氧所引起的肝功能改变已

经恢复#今后针对该人群的研究中#肝功能
%

项可以不再作为

群体观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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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X6

底物耗尽现象的发现和解决

闫家微!张启全!成
!

松

"江苏省徐州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发现和解决
2:

N

9

0

J=*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高值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X6

$底物耗尽现象的问题%

方法
!

充分利用
2:

N

9

0

J=*a@&&

仪器参数设置!检测超高&高值标本
"&

例!同时对超高&高值标本进行
'

#

%

倍稀释检测!对照和

比较检测结果%结果
!

!

#

%

号标本不存在底物耗尽现象!

'

种检测方式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

"&

号标本存在

底物耗尽现象!

'

种检测方式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而且存在底物耗尽现象的结果在
.CDC.8=

0

:C

N

中显示为黄色!

后面带有
"

号%结论
!

底物耗尽现象的问题!通过稀释重测!再乘以稀释倍数可以解决%

关键词"丙氨酸转氨酶#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底物耗尽

!"#

!

!&#'($(

"

<

#8==>#!$?'5@!'&#"&!!#!@#&@3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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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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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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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动力学法检测的生化反应中#由于标本酶含量过高#导

致反应体系中酶的底物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使得之后的反应吸

光度变化近乎为零#反应曲线成为一段较平坦曲线#其斜率不

符合实际情况#所得反应结果也不符合真实值#这种现象称为

底物耗尽现象(本文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X6

&为例#通过

对
"&

例超高'高值标本检测和稀释
'

倍'

%

倍测定#进行对照

比较#再利用
2:

N

9

0

J=*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参数设置#

探讨底物耗尽现象的发现和解决办法(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例
*X6

正常标本#

"&

例
*X6

超高和高值标

本#编号
!

#

"&

(

@#A

!

仪器与试剂
!

2:

N

9

0

J=*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

套
*X6

检测试剂(

@#B

!

仪器参数设置
!

测定方法!

-*6L

$速率法&(反应方向!

负$

f

&(第
!

点
!@

#最后
!

点
"?

(线性度
!%c

(主波长
'@&

>9

#副波长
$$&>9

(

@#C

!

方法
!

检测
"&

例
*X6

正常标本#

*X6

超高值'高值标

本
"&

例及其生理盐水稀释
'

倍和
%

倍的结果#稀释的标本检

测结果乘以稀释倍数(

@#D

!

统计学处理
!

将各例高值和超高值标本
'

倍稀释结果与

未稀释值进行配对
8

检验#各例高值和超高值标本
%

倍稀释结

果分别与未稀释值和
'

倍稀释值进行配对
8

检验#采用

7+77!!#&

对数据进行处理(

A

!

结
!!

果

A#@

!

"&

例
*X6

正常值标本的均值为
'!

#标准差$

<

&

e"#3

(

"&

例未稀释和稀释
'

'

%

倍的高值和超高值标本检测结果表

明#

!

#

%

号标本稀释
'

'

%

倍结果分别与未稀释结果进行比较#

稀释
'

倍结果与稀释
%

倍结果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B

%

&#&%

&(

$

#

!!

号标本稀释
'

倍与未稀释结果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

&%稀释
%

倍结果与未稀释进行比较差异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Z>D[XCG4;K

!

7;

0

D;9G;B"&!!

!

\A:#'"

!

/A#!@



有统计学意义$

B

$

&#&%

&%但是稀释
'

'

%

倍结果进行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

"&

号标本稀释
'

'

%

倍结果分

别与未稀释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稀释
'

倍

与
%

倍结果之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B

$

&#&%

&(

A#A

!

利用
*a@&&

主机电脑
.CDC.8=

0

:C

N

程序显示所有检测

结果#可以发现带有
"

号的结果均显示为黄色#利用
-;CID8A>

4A>8DAB

查看所有结果的反应曲线#发现带有
"

号的结果#其

加入试剂
"

后的下降反应曲线均出现长短不等的一段平台期(

B

!

讨
!!

论

!

#

%

号标本
'

次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这
%

例标本不存在底物耗尽现象#在
.CDC.8=

0

:C

N

中显示为黑色#

后面没有标示(

$

#

!!

号标本#未稀释时反应曲线存在平台

期#

.CDC.8=

0

:C

N

中显示为黄色#后面带有
"

号#说明存在底物

耗尽现象#将其分别稀释
'

'

%

倍后检测#均不存在底物耗尽现

象(

!"

#

"&

号标本未稀释和稀释
'

倍时#反应曲线都存在平

台期#

.CDC.8=

0

:C

N

中显示为黄色#后面都带有
"

号#说明都存

在底物耗尽现象(将其稀释
%

倍后无上述情况#说明不存在底

物耗尽现象(

之所以存在底物耗尽现象的结果在
.CDC.8=

0

:C

N

中显示

为黄色#后面带有
"

号#是因为在参数设置中设置了线性度为

!%c

#其含义就是所有检测点的
2.

值与理想拟合曲线的线性

相关度要在
!%c

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超限#仪器对此结果

就会报警#具体表现就是在
.CDC.8=

0

:C

N

中显示为黄色#后面

带有
"

号(在超高值'高值标本未稀释检测的反应曲线图中#

反应起点和反应终点的连线为理想的拟合曲线#反应过程中由

于酶底物耗尽使得多个反应点吸光度趋于一致#曲线产生一段

平台#反应终点的吸光度不是真实吸光度#由此产生的拟合曲

线计算出来的结果就不是真实值#而且已经出现多个实际检测

点的吸光度与拟合曲线的线性相关度超出
!%c

#所以结果会

显示为黄色#后面带有
"

号(线性度的设置对所有动力学法反

应都适用(

综上所述#通过线性度的设置#每天查看
.CDC.8=

0

:C

N

和

-;CID8A>4A>8DAB

中的反应曲线#可以及时发现动力学方法检

测中底物耗尽现象的问题#通过对标本稀释重测#再乘以稀释

倍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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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定量
+,-

检测对联合用药治疗慢性无症状

Q)=*

F

$

g

%携带者的临床意义

孔亚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Q)\./*

定量
+,-

检测对临床应用复肝宁联合香菇多糖片联合治疗慢性无症状
Q)=*

F

"

g

$携带者

"

*7,

$的临床指导意义%方法
!

采用
X8

F

ED,

N

I:;B

实时荧光定量
+,-

仪对门诊
3"

例患者进行血清
Q)\./*

检测#分别观察用

药后
$

个月和
!"

个月的
Q)\./*

结果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治疗后
$

个月和
!"

个月的有效率分别为
!(#%!c

&

'$#%(c

#

治疗
$

个月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治疗
!"

个月与治疗前
Q)\./*

阳性率对比差异更加显著#治疗
!"

个

月与治疗
$

个月后
Q)\./*

阳性率对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复肝宁联合香菇多糖片治疗
*7,

有明显疗

效!其有效率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而增高!

Q)\./*

定量检测灵敏度高&重现性好的特点为临床提供了良好的疗效指标%

关键词"聚合酶链反应#

!

慢性无症状
Q)=*

F

携带者#

!

复肝宁'香菇多糖菌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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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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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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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肝宁主要由板蓝根'金银花'柴胡'牡丹皮'六神曲等中

药组成#具有舒肝健脾#清热利湿功能(香菇多糖系从人工培

养的伞菌科真菌香菇子实体中提纯得到的高分子葡聚糖#是一

种宿主免疫增强剂和
6

细胞定向辅助剂#可激活细胞免疫功

能并产生肿瘤坏死因子#从而增强机体清除病毒的能力)

!5"

*

(

笔者用复肝宁联合香菇多糖治疗慢性无症状
Q)=*

F

$

g

&

$

*7,

&取得了较好的近期疗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为在本院肝科门诊已确诊的
*7,3"

例#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3

例%年龄为
'

#

$%

岁(治疗前查肝功正

常#无临床症状和体征#

Q)=*

F

为阳性#

Q)\ ./*

&

!&

%

IA

0N

"

9X

(

@#A

!

治疗方法
!

复肝宁$广西桂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

准字
h@%&"&&((

&#每日
'

次#每次
$

片(香菇多糖片$浙江家

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

&每日
'

次#每次
"

片(联合用药
'

月为一疗程(

@#B

!

检测方法
!

使用瑞士罗氏公司
X8

F

ED,

N

I:;B

实时荧光定

量
+,-

仪进行
Q)\./*

检测#数据采用
X8

F

ED,

N

I:;B\;B5

=8A>'#%

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Q)\./*

定量检测参照深圳匹

基公司乙型肝炎病毒$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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