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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总胆红素!

IJHQ

#对干化学方法测定血清总蛋白结果的影响'方法
!

对
#!

份含有不同浓度
IJHQ

的临床

血清标本分别用干$湿化学法测定血清总蛋白浓度"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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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标本"干$湿化学

法测定血清总蛋白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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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标本"干$湿化学法测定血清总蛋白结果有

统计学意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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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差值与
IJHQ

浓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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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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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使干化学方法测定血清总蛋白结果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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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临床对急诊检验结果报告时间的时效性要求越来

越高!急诊标本的生化分析对于传统的生化分析是一种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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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常规生化检测方法为湿化学法和干化学法/

$

0

!

由于干化学生化分析仪具有准确度#精密度高!重复性好!操作

简便#快捷!分析项目广泛!可以全天候急诊测试等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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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来越多的医院检验科将其应用于急诊检验中"血清总蛋白的

测定方法包括干化学法和湿化学法等!据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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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血清总胆红素

'

IJHQ

(水平升高时!两种方法测定总蛋白的结果差异较大"

为此笔者选用干化学法和湿化学法分别检测了
#!

份不同

IJHQ

水平的临床血清标本!对
IJHQ

在干化学法测定血清总

蛋白结果中的干扰情况进行了观察!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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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份不同
IJHQ

水平的临床血清标本"

B*C

!

仪器与试剂
!

干化学法测定采用美国强生
VHSYDR/)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配套试剂和定标液由美国强生公司提

供.湿化学方法测定采用日本奥林巴斯
1k$(%%

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配套浓缩试剂和定标液由奥林巴斯公司提供.室内

质控品均由英国朗道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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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不同浓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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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标本!首先用湿化学法检测每个标本中的总蛋白浓度!

然后在
%*0F

内再采用干化学方法检测总蛋白浓度"

B*E

!

统计学处理
!

以湿化学法作为对比方法!其所测结果作

为配对资料!采用配对样本
9

检验比较两组数据的差异!取
"

b

%*%0

.对直线回归方程进行方差分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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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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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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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时!干化学法和

湿化学法测定的总蛋白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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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
IJHQ

对干化学法检测总蛋

白浓度几乎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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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在
#%*0

!

&"0*"

&

943

$

Q

时!干

化学法和湿化学法测定的总蛋白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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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JHQ

对干化学法检

测总蛋白浓度有干扰!见表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差值随

IJHQ

浓度的增加有增大的趋势!建立其直线回归方程为
Ob

%*%!#&,N%*!'!'

!相关系数
0b%*#&("

!对直线回归方程进

行方差分析!可以认为两种方法所测血清总蛋白结果差值与

IJHQ

浓度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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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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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干化学法与湿化学法测定血清总蛋白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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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蛋白升高常见于多发性骨髓瘤#由于脱水而引起的

血浆浓缩等!文献/

0

0报道了在湿化学法中血清
IJHQ

水平升

高对测定总蛋白结果的影响"通过本实验结果可知!血清

IJHQ

升高会使得干化学法测得的总蛋白浓度高于湿化学法!

可以认为血清总蛋白的检测中高
IJHQ

对干化学法测定的影

响比对湿化学法大!但低浓度的
IJHQ

对两种方法测定血清总

蛋白浓度没有影响!因此在使用干化学法和湿化学法测定高

IJHQ

血清中总蛋白时!应注意对标本去除
IJHQ

再测定总蛋

白浓度!以降低干扰!以免引起临床误诊"

湿化学法是目前首推的蛋白质定量方法!该法操作简便#

特异度和准确度好#精密度高!灵敏度虽不高!但对血清总蛋白

定量较为适用.干化学方法也以其操作简便快速#样本用量少

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湿化学法测定总蛋白时!

IJHQ

对测定

结果有影响!可能是由于
IJHQ

受到双缩脲试剂中碱性环境的

作用逐渐转化成胆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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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了比色时的吸光度!使血

清总蛋白测定值偏高!干化学方法和湿化学方法均采用可见光

及紫外光分光光度法中的对比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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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是在湿化学法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0

!两者因仪器结构#工作原理#测试方式等

方法学上的差异!造成两种方法在测定血清总蛋白时受到

IJHQ

的干扰大小不同"干化学方法的化学反应是在干燥的载

玻片上进行的!载玻片由
0

层'干片上层#扩散层#试剂层#支持

层#干片底层(构成!各层可以给出一种特定的环境用以控制反

应序列和反应时间/

"

0

!扩散层不仅可以阻留细胞#结晶和其他

小颗粒!也可以根据需要让大分子!如蛋白质等滞留/

!%

0

!以提

高分析的特异性!使干化学方法具有优异的抗干扰能力!但在

总蛋白的测定试验中!这种独特的设计并未起到抗
IJHQ

干扰

的作用!干生化法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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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凝胶卡式交叉配血试验中出现假阳性的原因及处理办法'方法
!

对
$'&#

例微柱凝胶卡式交叉配血试

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在
$'&#

例试验中假阳性
!'

例"其原因有)缩短温育时间
(

例"占
&)*(0O

+红细胞悬液

混匀不充分
0

例"占
)!*$0O

+降低离心速度$缩短离心时间
)

例"占
!#*(0O

+血型错误
!

例"占
'*$0O

'结论
!

微柱凝胶试验法

在交叉配血中应标准化"实验室应建立阳性结果复检程序"确保结果准确'

关键词!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

!

影响因素+

!

微柱凝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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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在输注全血或红细胞悬液之前!必须进行受血者和

献血者之间的血液交叉配血试验!以确保输血安全"目前在条

件好的实验室!交叉配血试验常用微柱凝胶试验'

>aI

(!又名

微柱凝胶卡式法!该法基于分子筛过滤作用!通过离心分离游

离红细胞和凝集的红细胞/

!

0

"在试验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程度

的凝集现象!这给结果判断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本文通过回

顾性研究!对于在
>aI

中出现的假阳性结果进行原因剖析!

并寻求解决的办法!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实验室

进行的
$'&#

例
>aI

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进行交

叉配血的受血者样本采用
]MI1

抗凝的全血标本"

B*C

!

仪器与试剂
!

微柱凝胶试剂卡由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执行标准为
iJR%%#%$%%0

!批准文号为国药准

字
R$%%0%%'!

"免疫微柱孵育器和
JiQ

型血型血清学多用离

心机!均由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B*D

!

方法

B*D*B

!

配血操作方法
!

将受血者与献血者的血清离心分离红

细胞.分别将受血者与献血者红细胞配成
%*0O

生理盐水悬

液.将受血者血清
0%

&

Q

与献血者红细胞悬液
0%

&

Q

加入主侧

凝胶管中.将受血者红细胞悬液
0%

&

Q

与献血者血清
0%

&

Q

加

入次侧凝胶管中.加样后的凝胶试剂卡置于免疫微柱孵育器中

)(g

温育
!09,.

.温育后的凝胶试剂卡使用
JiQ

型血型血清

学多用离心机
"%%;

$

9,.

离心
$9,.

!再以
!0%%;

$

9,.

离心

)9,.

!取出肉眼观察结果"

B*D*C

!

结果判定
!

阴性结果%红细胞完全沉降于凝胶管底部!

表明受血者与献血者血型相合"阳性结果%红细胞凝集块位于

凝胶表面或凝胶中存在红细胞凝块'拖尾(!表明受血者与献血

者血型不相合"按阳性结果的复检处理程序对受血者和献血

者进行血型鉴定"采用试管法作为复检对照/

$

0

!检查仪器参

数#操作过程!进行复检"

C

!

结
!!

果

通过对
$'&#

例微柱凝胶卡式交叉配血试验的过程和结果

进行分析!发现假阳性
!'

例!其原因有%缩短温育时间
(

例!占

&)*(0O

.红细胞悬液混匀不充分
0

例!占
)!*$0O

.降低离心速

度#缩短离心时间
)

例!占
!#*(0O

.血型错误
!

例!占
'*$0O

"

D

!

讨
!!

论

>aI

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调节凝胶的浓度来控制凝胶间

隙的大小'筛孔(!使其只能允许游离的红细胞通过!从而使游

离的红细胞与凝集的红细胞分离.如果通过离心红细胞沉积在

凝胶管底部!则表明红细胞未发生凝集!为阴性反应!若红细胞

聚集在凝胶的上部或凝胶中!则表明红细胞发生凝集!为阳性反

应/

)/&

0

"然而由于试验条件控制不好!很可能造成假阳性反应"

笔者所在实验室对于造成假阳性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由于操作者求快心理因素!缩短温育时间!尤其在冬季!由

于温育时间短或存在冷凝集素的原因!假阳性发生率最高!常

表现为拖尾的阳性结果!占假阳性的
&)*(0O

!可通过检查仪

器参数#试管法复检发现"试管法可以通过显微镜镜检区分凝

集#聚集#假凝集!而在
>aI

中则全部表现为阳性结果"由于

红细胞悬液配制不均匀!悬液中存在凝集红细胞被吸到凝胶管

中!而这种凝集红细胞可能是因为抗凝不充分引起!使凝胶柱

中出现拖尾现象!造成假阳性!占总假阳性
)!*$0O

"陈才生

等/

0

0也报道过标本不抗凝或抗凝不完全!可出现假阳性配血结

果!通过复检操作可发现"未按要求的离心速度和时间执行造

成的假阳性占总假阳性的
!#*(0O

!表现为双侧凝胶柱均阳性

结果!通过检查仪器参数可以发现!主要是因为误将程序设置

改变或使用错误程序造成"血型不合的假阳性占总假阳性的

'*$0O

!表现为相应凝胶柱阳性结果!通过复检血型发现用错

受血者标本引起"

由于
>aI

的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结果准确#操作简单快

速!所以进行
>aI

操作时一定要标准化"微柱凝胶卡使用前

一定要先离心!以防运输过程以及挥发造成凝胶附于微柱上

端!撕膜时各微柱内容物交叉污染!影响反应结果!血样要新鲜

无污染"红细胞浓度过高#血清中含有高效价冷凝集素#温育

时间过短/

'

0

#离心不彻底#血清中存在不规则抗体/

(

0

#血清中含

纤维蛋白导致出现细胞凝块#血清蛋白异常增高#细菌污染等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H.8TQAU>:@

!

R:

E

8:9U:;$%!!

!

V43*)$

!

K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