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例为阳性#其中男性有
$5

例#女性有
8

例#总阳性率为

$34/%̂

$

/3

"

$#8

%#特异性为
&54&%̂

$

$35

"

$#8

%#经卡方检验

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4C

!

/3

例假阳性病种分布
!

消化道疾病
$

例$

34$0̂

%(脑疾

病
5

例$

/%4&'̂

%(肾脏疾病
/

例$

&4''̂

%(糖尿病
'

例

$

$/45%̂

%(高 血 压
5

例 $

/%4&'̂

%(呼 吸 道 疾 病
0

例

$

/84$0̂

%(肝脏疾病
$

例$

34$0̂

%#其中呼吸道疾病假性增高

$假阳性%率最高#其次分别是脑疾病和高血压病各'

D

!

讨
!!

论

肌钙蛋白是由
!

(

"

(

-

三个亚单位组成的复合体#

K";-

是

心肌细胞所特有的#是三种成分之一#在复合体中的抑制亚单

位#抑制肌钙蛋白连接#有防止收缩的作用'

K";-

以两种形式

存在于心肌细胞内#小部分$

5̂

%游离于胞浆为可溶性#大部分

$

85̂

%以结构蛋白形式固定于肌原纤维上为不可溶性'在

<Z-

患者发病后
'

!

#(

#血清
K";-

即可灵敏检出阳性#且发

病后
3

!

#(

血清中
K";-

相对其他的心肌损伤标志物的阳性

敏感性最高#

<Z-

出现后
#(

内血中升高的生化标志物为早期

标志物)

'

*

#血清
K";-

水平于
$/

!

/3(

达高峰#

5

!

$%L

后降至

正常#故
K";-

作为心肌损害的指标有较高特异性和敏感性'

K";-

作为心肌轻度受损的指标#对
<Z-

(不稳定型心绞痛

$

e<,

%(围术期心肌损伤等疾病的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观察

及预后评估都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3

*

'

本实验数据显示#被确诊非心脏疾病患者有
$#8

例#其中

/3

例
K";-

为假性增高$假阳性%#假阳性率为
$34/%̂

$

/3

"

$#8

%#由于
K";-

测定方法基于免疫反应#这就可能发生非特异

反应的干扰'已证明#血清中的类风湿因子(人抗鼠抗体(嗜异

性抗体(

K";-

与免疫球蛋白$

-

H

%等大分子的结合物均会造成

K";-

假性增高$假阳性%

)

5

*

'因此#必须密切结合临床表现与

测定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提高鉴别诊断效能'

K";-

试剂质量也存在差异#其影响因素不容忽视'本试

剂明确标明纤维蛋白原或其他颗粒物质可造成假阳性#测定前

要确保标本经离心去除纤维蛋白(胞浆物质及其他颗粒性物

质'严重黄疸和溶血对试验有正干扰#而脂血对试验有负干

扰#与其他文献报道不一致#可能与检测所用仪器及参数设置

有关&另外类风湿因子及嗜异性抗体对该法检测
K";-

的正干

扰#也是在检测过程中偶尔遇到的实际问题#可通过重复检测

或同时检测肌红蛋白来加以判断与鉴别)

#

*

'另有报道证实在

<Z-

的诊断中
K";-

联合心肌酶检测相比两者单独诊断#其灵

敏度和特异性都有较大提高)

0

*

'

综上所述#虽然在心肌损伤指标的检测中#

K";C

目前被认

为最具心脏特异性价值#但其检测方法尚未统一#而且缺乏共

同的标定标准#或使用的抗体与不同形式的
K";-

有交叉反应#

血浆
K";C

浓度的检测也受多种因素干扰#所以应引起高度重

视#尽量避免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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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蛋白电泳在
Z

蛋白相关疾病中的应用

富显果!陈康银!张
!

捷!叶作东!唐宝佳!周伦顺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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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琼脂糖凝胶血清蛋白电泳在
Z

蛋白相关疾病中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

将
3%/

例患者的临床样本采用

琼脂糖凝胶法进行血清蛋白电泳!对检出
Z

蛋白条带的样本!结合骨髓细胞学%尿本周蛋白定性试验%血细胞沉降率%血清免疫功

能等实验室检查!分析血清蛋白电泳对
Z

蛋白相关疾病的诊断意义$结果
!

0

份样本在血清蛋白泳中出现不同位置的
Z

蛋白

带!结合其临床表现!诊断出
5

例多发性骨髓瘤%

$

例巨球蛋白血症%

$

例
,aPZ.

综合征$结论
!

琼脂糖凝胶血清蛋白电泳有助

于
Z

蛋白相关疾病筛查和鉴别诊断$

关键词"血蛋白电泳'

!

多发性骨髓瘤'

!

Z

蛋白'

!

,aPZ.

综合征

!"#

!

$%4'8#8

"

9

4:));4$#0'*3$'%4/%$$4/%4%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3$'%

"

/%$$

#

/%*/'&5*%'

!!

Z

蛋白是浆细胞或
T

淋巴细胞单克隆大量增殖时所产生

的一种异常免疫球蛋白#常见于多发性骨髓瘤$

M?CB:

E

CAM

J

A*

C=MD

#

ZZ

%(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

MDK@=

H

C=F?C:;AM:D

%(原发性

淀粉样变性(意义未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

ZWe.

%等多种

淋巴细胞或浆细胞克隆增殖性疾病#其中以
ZZ

多见'此蛋

白在电泳中呈基底较窄而均匀的单峰#也称副蛋白'本研究通

过对临床血清蛋白电泳中检出的基底较窄而均匀单峰的样本#

结合骨髓细胞学(血清免疫功能等实验室检查#分析血清蛋白

电泳在
Z

蛋白相关疾病中的诊断意义'

B

!

资料与方法

B4B

!

一般资料
!

来自
/%%8

年
8

月到
/%$$

年
'

月本院住院和

门诊进行血清蛋白电泳的患者
3%/

例'

B4C

!

方法
!

3%/

例患者均抽血进行血清蛋白电泳#采用法国

.AF:D

公司全自动凝胶电泳仪及其原装配套试剂(光密度扫描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B[VDFZAL

!

1AKAMFA@/%$$

!

\=C4'/

!

]=4/%



仪测定&免疫功能测定采用美国
TAKQMD;!=?CBA@

公司
-Z*

Z<WP&%%

特定蛋白仪&血细胞沉降率测定采用意大利
PCAKBD

VDF

公司
Z:K@=.AL

自动血沉仪&尿本
*

周氏蛋白定性试验采用

热沉淀反应法'

C

!

结
!!

果

C4B

!

0

例血清蛋白电泳结果
!

3%/

份样本进行琼脂糖凝胶血

清蛋白电泳#其中
0

例
'

区呈基底较窄而均匀的单峰#即
Z

蛋

白条带#见图
$

'

C4C

!

0

例骨髓细胞学(免疫功能测定等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

!

对该
0

份样本进行骨髓细胞学(免疫功能(血细胞沉降率(尿

本
*

周蛋白测定#并结合临床表现#诊断出
5

例多发性骨髓瘤(

$

例巨球蛋白血症(

$

例
,aZP.

综合征#具体资料见表
$

'

表
$

!!

0

例患者的主要实验室检查资料

项目 例
$

例
/

例
'

例
3

例
5

例
#

例
0

性别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年龄
0% 0' #/ 0/ #' 0& #%

-

H

W

$

045$

!

$54#

H

"

V

%

5/4# 54'# 340 /4%3 /#40 #4#& /&43

-

H

Z

$

%43

!

/403

H

"

V

%

%4/& %4$# %4/3 /840 $4& %4$' %4/#

-

H

<

$

%4&/

!

345'

H

"

V

%

%4$' '540 3348 %43/ %4&& %4$& %43#

补体
!'

$

%408

!

$45/

H

"

V

%

$4/3 %450 %4&# $4$# %453 %40/ $4'

补体
!3

$

%4$#

!

%4'&

H

"

V

%

%4'5 %4$5 %4$# %4/' %4%& %4/$ %4$#

红细胞沉降率$

%

!

/%

%

$'/

'

$3% $%& &8 33 33 &8

尿本
*

周氏蛋白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骨髓象

浆细胞占
0'45̂

#

其中原幼浆占
'4

5̂

#可见双核浆

细胞

浆细胞占
'845̂

#

其中原幼浆占

545̂

浆细胞占
''45̂

#

其中原幼浆占

#45̂

浆细胞比例增

高#占
845̂

浆细胞比例增

高#占
845̂

浆细胞比例增

高#占
$%4%̂

浆细胞占
3&̂

#

其中原幼浆占

$%̂

#可见双核核

浆细胞和浆细胞

团

临床诊断 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骨髓瘤 巨球蛋白血症
,aPZ.

综合征 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骨髓瘤

!!

$

!

0

!

0

例血清蛋白电泳检出
Z

蛋白条带$例
$

!

0

%&

]

!正常血清

蛋白电泳条带'

图
$

!!

琼脂糖凝胶血清蛋白电泳

D

!

讨
!!

论

血清蛋白电泳是检测蛋白质组分的常用方法'通常可将

血清蛋白分为清蛋白
(

$

(

(

/

(

,

及
'

球蛋白
5

条区带'当机体

出现疾病时常会出现原有蛋白成分升高或降低的变化)

$

*

'并

可对血清中异常蛋白质进行筛选)

/

*

'血清蛋白电泳现采用琼

脂糖凝胶电泳#与最初使用较多的醋酸纤维素膜电泳洗脱比色

法相比#具有图谱清晰(分辨率高(重复性好等特点#已成为诊

断
ZZ

(巨球蛋白血症等疾病的首选试验)

'

*

'

ZZ

系浆细胞恶性增殖性肿瘤#起病缓慢#具有一定隐匿

性#多数病例经过数月(数年才出现临床症状#少数病例经过数

十年才出现临床症状#且临床表现多样#如骨痛(溶骨性病变(

贫血(出血(高粘血症(肾功能损坏等)

3

*

'据统计#该病误诊率

可达
534%%̂

!

#84$$̂

)

5

*

'如何在亚临床甚至无临床症状时

发现
ZZ

#对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有重要意义'对于
ZZ

的实

验室诊断#尿本
*

周氏蛋白和骨髓细胞分析虽然特异性很高#但

敏感度很低)

#

*

'并且骨髓穿刺是创伤性检查#不适合作为筛查

项目'依据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标准)

0

*

#本组确诊
5

例
ZZ

#

'

例为
-

H

W

增高#

/

例为
-

H

<

增高#这与
-

H

W

型及
-

H

<

型
ZZ

患

者的血清中易见和较易见
Z

蛋白的报道相符)

&

*

'其中例
#

曾

确诊为
ZZ

#虽然本次骨髓细胞学检查#浆细胞比例只占

$%4%̂

#且
-

H

W

未见增高#但尿本
*

周蛋白试验为阳性#结合临

床表现#可能为
ZZ

活动期'同时#本实验组还检出
$

例巨球

蛋白血症$

Z

蛋白(

-

H

Z

'

$%

H

"

V

%#辅助诊断
$

例
,aPZ.

综

合征'

/%%'

年
1:)

E

A;_:A@:

等)

8

*提出新的
,aPZ.

诊断标准

中#

Z

蛋白作为主要诊断指标'

本研究应用血清蛋白电泳和免疫球蛋白定量分析对
Z

蛋

白相关疾病作了初步的筛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对发现的

Z

蛋白未进行免疫固定电泳#如能进一步进行
Z

蛋白免疫分

型#将更有助于
Z

蛋白相关疾病的鉴别诊断与治疗'总而言

之#应用琼脂糖凝胶法对临床样本进行血清蛋白电泳#是一种

经济(简便(敏感的
Z

蛋白相关疾病筛查和辅助诊断的实验室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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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在干'湿化学检测系统测定结果中的比对和偏倚评估

刘
!

波$

!王
!

蕾$

!王国平$

!赵志敏/

!张利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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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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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科
!

%5#%%$

#

!!

摘
!

要"目的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V"

#在干%湿化学检测系统测定结果中的比对和偏倚评估!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实验数

据$方法
!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V.

#

P,8*<

文件要求!以奥林巴斯
<e/0%%

湿化学检测系统为比较方法!强

生
'5%

干生化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对两个系统进行方法学比对!并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以及预期偏倚评估!以
!V-<R&&

规

定的室间质评允许误差范围的
$

&

/

为标准!判断两个系统的可比性$结果
!

除医学决定水平
<V"

为
'%%e

&

V

相对偏倚小于
$

&

/!V-<R&&

外!其余浓度相对偏倚均为临床不可接受$结论
!

同一实验室干%湿化学
<V"

测定必须作比对!校正其偏差!同时制定

真正适合的
<V"

干化学参考范围!才能保证
<V"

干%湿化学结果的临床可比性$

关键词"丙氨酸转氨酶'

!

比对研究'

!

偏倚'

!

磷酸吡哆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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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V"

%测定采用使用奥林巴斯

<e/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推荐参考值成人为
%

!

3%e

"

V

&

急诊生化使用强生
'5%

干生化分析仪#其推荐参考值成人为

$'

!

58e

"

V

#两者有显著差异'为保证给临床科室提供具有

可比性的检测数据#按照临床实验室管理的要求#根据美国临

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V.

%

P,8*<

文件)

$

*

#本室对两台

仪器
<V"

测定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并判断其临床

可接受性'

B

!

材料与方法

B4B

!

材料

B4B4B

!

参考系统
!

奥林巴斯
<e/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原

装配套试剂(校准品和
+<]1aY

质控'因其量值溯源性好#

多年参加卫生部室间质评成绩优秀#故作为比较方法'

B4B4C

!

实验系统
!

强生
'5%

干生化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

校准品和质控'

B4B4D

!

样本
!

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不同浓度新鲜血清
3%

份#

覆盖
<V"

各医学决定水平#无黄疸(乳糜(溶血标本'

B4C

!

方法

B4C4B

!

检测方法
!

每天取
&

份患者新鲜血清#分别用两种方

法进行双份重复测定
<V"

#测定顺序为
$

(

/

(

'

(

3

(

5

(

#

(

0

(

&

(

&

(

0

(

#

(

5

(

3

(

'

(

/

(

$

'连续
5

天#共分析
3%

个样本'实验前按常规

方法行检测前的校准和质控#确保仪器处于最佳状态#室内质

控在控'

B4C4C

!

数据处理
!

$

$

%进行方法内和方法间的离群值检查'

$

/

%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

P,8*</

要求
"

"

%4805

或
"

/

"

%485

#表明测定范围合适#直线回归统计的斜率和截距可靠#可

以用他们去估计不同检测系统间的系统误差'线性回归方程

'6F32D

'$

'

%偏倚评估和可比性评价&将
<V"

给定的医学

决定水平浓度带入回归方程计算
'

与
3

之间的系统误差

$

JT

%和相对偏差$

JT^

%!

JT6'73

&

JT^6

$

JT

"

38

%

c

$%%̂

'

JT^

,

$

"

/!V-<R&&

允许总误差$

BT(

%属临床可接受

水平)

/*0

*

'

B4D

!

统计学处理
!

计算两种检测系统比对项目的线性回归方

程
"

(

"

/ 和
JT^

#采用
.,..$04%

统计软件'

C

!

结
!!

果

C4B

!

方法间离群点的判断
!

参照
P,8*<

进行数据处理#计算

出两方法间测定结果的绝对可接受限
3T

#两方法间测定结果

的相对可接受限
3T

#经检验没有超出此两个范围的点#故可判

断两检测系统没有方法间离群点'

C4C

!

直线回归方程及
"

检查
!

以
3

和
'

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得到回归方程
'6%488/3284/&3

#

"

/

6%488&

#大于
%4805

#

"

/

6%4880

#大于
%485

#表明
3

的分布范围合适#回归方程的斜率

和截距可靠#直线回归方程可靠#可以用他们去估计
3

与
'

间

的
JT^

'

C4D

!

两个系统偏倚评估和可接受性评价
!

将不同浓度的

<V"

医学决定水平$

38

%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偏倚和相对偏

倚#除
38

平为
'%%e

"

V

相对偏倚小于
$

"

/!V-<R&&

外#其余

浓度相对偏倚均为临床不可接受#结果见表
$

'

表
$

!!

在给定
<V"38

的偏倚和相对偏倚

38

$

e

"

V

%

'

值
JT^ $

"

/!V-<R&&

$

^

%

/% /8 354% $%4%

3% 38 //45 $%4%

#% #8 $54% $%4%

'%%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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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V"

低于
/%e

"

V

#可排除许多与
<V"

升高有关的病种#

而考虑其他诊断'此值可以作为患者自身的
<V"

的对照'高

于
#%e

"

V

时#对可引起
<V"

增高的各种疾病均应考虑#并应

进行其他检查以求确诊'高于
'%%e

"

V

时通常与急性肝细胞

损伤有关#如病毒性肝炎(中毒性肝炎(肝性休克等#而酒精性

肝炎的
<V"

往往低于此值#其他如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多肌炎等也都往往低于此值'

奥林巴斯湿化学与强生干化学的
<V"

测定的底物一样#

都为
V*

丙氨酸和
D*

酮戊二酸#化学反应原理一样#即通常所说

的速率法'除了反应体系干湿差别外#区别主要在于干化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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