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体系中加入了磷酸吡哆醛#作为
<V"

的辅基#磷酸吡哆醛

可增强
<V"

的活性#所以理论上#同一标本的
<V"

测定#强

生
'5%

的结果要高于奥林巴斯
<e/0%%

#此次比对结果也印证

了这一点'但随着
<V"

的升高#干(湿化学的差别逐渐减少#

相对偏倚由湿化学
/%e

"

V

时的
35̂

逐渐减少到湿化学
'%%

e

"

V

时的
/4'̂

#究其原因#在于试剂中的磷酸吡哆醛含量是

固定的#随着标本中
<V"

浓度的升高#磷酸吡哆醛对
<V"

活

性的相对增强作用减少'

在湿化学结果为
3%

!

5%e

"

V

左右的标本#干化学与之偏

倚临床不可接受#但这种相对偏倚的程度相对于两者所推荐参

考值的相对偏倚却较小#因为如果按照干生化所推荐参考值#

湿化学测定结果在
3%

!

5%e

"

V

左右的标本#其结果为阳性#

干化学检测结果因为低于推荐参考值
$'

!

58e

"

V

反而为阴

性'湿化学
<V"

参考值为
%

!

3%e

"

V

已被广泛认可#而强生

所推荐
<V"

参考值
$'

!

58e

"

V

是对美国
/333

位外观健康

的成人所进行的内部研究结果的
85̂

中间值#其范围是否符

合中国人群很值得商榷#所以#建立真正适合中国人群乃至具

体到各实验室的干化学的参考范围是当务之急'

随着检验医学的不断发展#干化学和湿化学一样已得到广

泛的应用#因其便捷#尤其适合急诊生化检验#也因此同一项目

干(湿化学检验结果及参考区间统一性的问题格外重要'李贵

星等)

&

*提出的解决方法有
'

种!$

$

%对于不同的分析仪器或不

同的分析方法#制订相应的参考值范围&$

/

%将某一台仪器作为

参考标准#其他分析仪向它靠拢&$

'

%标准化方法'第
$

种方法

需实验室在干(湿化学分析仪各自检验报告上特别注明参考范

围的不同#给予临床警示作用'吴俊琪等)

8

*

(陈阵)

$%

*采用第
/

种方法#即将湿化学仪和干化学仪测定结果进行比对及相关回

归分析#并将各项目直线回归方程的斜率(截距作为仪器的校

正参数#输入干化学仪中#达到结果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V"

湿化学结果为
3%

!

5%

e

"

V

左右的标本#如果多次在干(湿化学分析仪分别检测的

话#其结果相对于参考范围的差别会给临床医生对疾病的诊断

及治疗效果观察带来困难'因为磷酸吡哆醛作为
<V"

的辅

基#由于其对
<V"

活性的相对增强作用#同一实验室为保证

<V"

干(湿化学结果的临床可比性#干(湿化学
<V"

测定必须

定期作比对#校正其偏差#同时制定真正适合国人甚至本地区

的
<V"

干化学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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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本院就诊患者或正常健康体检者#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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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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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4D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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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验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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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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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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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平的质控品进行精密度验证试验#每个浓度每天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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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间隔时间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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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重复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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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共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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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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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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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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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品进行检测#计算相对偏倚$

JT^

%#

JT^6

)$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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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

值%"靶值*

c$%%̂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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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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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重复检测
/

次#取其均值计算回收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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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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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收率#

Y

$

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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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回收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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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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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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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案的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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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均小于相应自由度$

C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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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临界值$表
$

%#说明批内精密度和室内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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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参数和西门子试剂说明书的性能要求无显著性差异#该精

密度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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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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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批号室间质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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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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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之间#均在可接受范围以内'

C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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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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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

$%34'8̂

#结果显示回收率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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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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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样本稀释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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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稀释回收率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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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范围内#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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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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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内精密度和室内精密度性能验证结果

项目
批内精密度

低值质控品 高值质控品

室内精密度

低值质控品高值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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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 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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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4%5 $54/$ /'45' 534%/

相应
C

的
85̂

上限临界值
554&% 554&% 554&% #045%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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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区间验证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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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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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计算时采用百分位数#用
/%

个参考个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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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炎症或组织损伤的情况下的非特异性标志物#

并能视为急性反应时相蛋白之一'在炎性疾病(组织损伤(恶

性肿瘤(手术创伤(组织坏死等情况下数小时内迅速升高#在

/3

!

0/(

可达高峰#可超过正常水平的
$%

!

$%%%

倍#病变消

退后立即下降至正常)

8

*

'

!+,

较其他时相蛋白增长快而显

著#且此升高的幅度与感染的程度呈正相关'

研究表明#通过超敏分析测量
()*!+,

是预测未来患心血

管疾病和周围血管疾病危险的一个独立预测指标#而且还是首

次发生心血管疾病危险性非常有效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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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

人群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是低值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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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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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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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及时准

确的检测不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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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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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采用乳胶增强散射

比浊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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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套检测系统$即封闭系统%#实验室只需

对精密度(准确度
!++

(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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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的性能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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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是反映检测系统整体性能的首要指标#良好的重复

性是进行其他方法学验证实验的前提'根据
P,5*</

评价方

案的实验结果确认#西门子的检测系统精密度可接受'在此基

础上进行准确度验证实验#准确度评估一般可采用与参考方法

比较(应用参考物质(回收实验等方式进行'本研究们通过检

测卫生部能力验证样品计算
JT^

和回收实验两种方法#验证

结果显示
JT^

与回收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
!+,

的准确

度符合临床要求'

对于多点定标的检测项目无需进行分析测量范围$

<Z+

#

即线性检测范围%的验证实验#此时该系统的测量范围由定标

品定值范围决定)

5

*

'

!++

实验结果表明#

!+,

在
'504#$

(

'&%4'5

(

30845/M

H

"

V

浓 度 的 稀 释 回 收 率 为
8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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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均在
&%̂

!

$/%̂

可接受范围内#完全可满足
()*

!+,

与
!+,

检测的临床需求'

参考区间是指一群健康人针对特定项目的检测结果的

85̂

的可信区间'若实验室采用厂家或出版物提供的参考区

间#须对其进行验证确认'

!V.-!/&*</

提供了
'

种参考区间

的确认方案#审查与评估最初建立参考区间过程所分析的影响

因子(由于
!+,

为常规生化项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0提供了最新的参考区间#因此选用
/%

个参考个体数据

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参考区间
%4%#&

!

&4/%%M

H

"

V

符合临床要求'

综上所述#西门子
T]

%

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采用乳胶

增强散射比浊法检测
!+,

的主要分析性能验证结果符合质量

目标要求'对检测系统的性能进行有效地评估和监测#有助于

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国内检测系统种类繁多且

自建系统较多#更应系统和合理地选择(设计定量检测项目的

性能验证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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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鞭毛染色法的改良研究

梁
!

莹!邓毛子

"咸宁学院基础医学院病源实验室!湖北
3'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简便的细菌鞭毛染色法$方法
!

对细菌的鞭毛染色法在染液浓度%温度%时间上进行了调整$结果
!

镜

检细菌菌体呈深红色!鞭毛呈浅红色!背景清晰$结论
!

该染色方法更加简便!染色结果耗时更短!效果良好$

关键词"研究'

!

细菌鞭毛染色'

!

改良研究

!"#

!

$%4'8#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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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3$'%

"

/%$$

#

/%*/'8%*%/

!!

细菌的鞭毛直径非常纤细仅有
$%

!

'%;M

#需要用电子显

微镜才能观察)

$

*

#或经
VA:N)=;

法)

/

*

(

W@D

J

法)

/

*

(镀银法)

'

*

(

+

J

?

法)

3

*等方法染色#使鞭毛增粗后才能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到'在这些特殊染色过程中又受许多因素影响'本实验研究

细菌的鞭毛染色#在染液浓度(温度(时间上都作了改变#进行

了的调整#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4B

!

材料
!

变形杆菌$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微生物

学教研室%#营养琼脂$生化试剂
T+

#购自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普通肉汤培养基$由本室提供%#

1O,*8%&/1

电热恒温培养箱两台$购于上海申贤恒温设备厂%#一台调至

'0b

#另一台调至
5%b

#普通光学显微镜$购于重庆光电仪器

有限公司%#钾明矾)

U<V

$

.a3

%

/

#

O

/

a

化学试剂
!+

#购自北

京化工厂*#鞣酸$

!

0#

O

5/

a

3#

化学试剂
!+

来源于天津市恒兴

化学试剂制造有限公司%#苯酚$

!

#

O

#

a

化学试剂
!+

来源武

汉市江北化学试剂厂%#碱性复红乙醇饱和液$碱性品红
$

H

2

85̂

乙醇
$%%MV

%#碱性品红$生化试剂
!+

#购自上海化学试

剂公司%'

B4C

!

试验菌
!

变形杆菌经普通肉汤培养基培养
$&(

复活#点

种普通营养琼脂培养基平皿培养
$#(

#传代
5

次$以增强细菌

的运动力%

)

5

*

#备用'

B4D

!

玻片脱脂处理)

#

*

!

将载玻片一片一片放入
$̂

清洁液中

浸泡
'%M:;

#以热水冲洗数次#彻底洗净(晾干(备用'

B4E

!

染液的配制
!

$

$

%传统染液的配制)

0

*

!

/%̂

钾明矾饱和液

/%MV

#

/%̂

鞣酸溶液
/%MV

#

5̂

苯酚溶液
/%MV

#碱性复红乙

醇饱和液
$5MV

'将钾明矾饱和液和鞣酸溶液混匀加热#一边

振摇#一边缓慢地将碱性复红乙醇饱和液滴进去#直到完全溶

解(过滤(备用'$

/

%改良染液的配制!钾明矾
$

H

#鞣酸
3

H

#苯

酚
/MV

加入蒸馏水
&%MV

#隔水加热#待完全融化后#再加入

碱性复红乙醇饱和液
$%MV

混匀#过滤#放入
3%

!

5%b

的热

水中保温待染色用$防止染液结晶%#备用'

B4F

!

方法
!

取第
5

代变形杆菌普通营养琼脂培养物周边菌

苔#放入
$MV

无菌蒸馏水中#浓度约
$45c$%

$/

"

V

)

&

*

$麦氏比

浊法%

)

8

*

#轻轻摇匀#置
'0b

恒温培养箱
&M:;

取出#用毛细吸

管吸取菌液放入脱脂处理过的载玻片上马上回吸$仅仅在玻片

上看到有菌液的湿影即可%#将带有菌液的玻片迅速放入
5%b

的恒温培养箱内
5

!

&M:;

干燥#取出进行染色#滴加传统染液

保持
$M:;

#滴加
3%

!

5%b

改良染液保持
'%

!

3%)

#快速小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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