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

讨
!!

论

正常
RGT

表面的唾液酸带有负电荷#

RGT

间互相排斥使

之分散悬浮于血浆中#不致聚集(患者标本中
RGT

自发聚集

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

&

RGT

本身形态异常#易于形成,缗钱

串-聚集%$

"

&血浆中异常增多的球蛋白'纤维蛋白原等中和了

RGT

表面负电荷使之聚集)

!

*

%$

(

&血浆中存在针对
RGT

的自

身抗体#如冷凝集素等)

"

*

(

当多个
RGT

聚集后通过血细胞分析仪计数小孔时#仪器

将其识别为一个大
RGT

#导致
RGT

显著降低#

PTU

增高(但

RGT

聚集时
RGT

下降较
PTU

增高更为明显#故
ST3

结果也

明显降低)

(

*

(

SD

基于溶血后比色法检测#结果不受影响#故

PTS

'

PTST

均明显增高(因
PTST

在病理情况下也很少

出现明显增高)

+

*

#所以可将
PTST

明显增高作为
RGT

聚集的

重要提示(染色镜检查见
RGT

聚集成团现象则可确定(

PTST

是基于
RGT

'

SD

和
ST3

的计算项目#其轻度增

高可能基于上述项目的检测误差(而
RGT

聚集往往导致其明

显增高(文献推荐的
PTST

复检标准为大于
(&%

@

"

Z

)

$

*

(

RGT

相关参数是贫血性疾病的重要诊疗依据(发生
RGT

聚集时#仪器给出的
RGT

相关参数除
SD

外均不可信#显微镜

检也无法提供准确的计数结果(本研究显示#用等量生理盐水

置换血浆前后#

RGT

计数明显增高#

RGT

相关参数结果的改变

有显著性差异(证明本法可以消除血浆因素导致的
RGT

聚集

现象(有
!

例标本经离心后发现为严重脂血#致
SD

检测结果

偏高)

-

*

#经血浆置换消除了脂血的干扰(

在实验中发现#置换操作时应绝对避免吸到血细胞#同时

离心速度和时间不宜过快过久#以避免
RGT

变形和破坏(本

研究显示#本方法对除
HZ3

外的其他参数无显著性改变(

HZ3

可能是因为短时间低速离心未能使之完全沉积而损失(

建议最终血常规报告使用处理前的
aGT

'

HZ3

结果和处理后

的
RGT

结果(

血浆置换后的标本
('[

孵育
!$</1

的目的是减少冷凝

集的影响#如确定无冷凝集干扰可跳过此操作(影响血细胞分

析仪结果的因素很多)

'

*

#并不是每个
PTST

%

(&%

@

"

Z

的标本

处理后均会恢复正常#本方法仅适用于消除血浆因素对
RGT

计数或
SD

检测的干扰(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实验室应制

定合适的血细胞自动计数复检规则并认真执行)

&2!%

*

#以防止发

出错误的检验报告#影响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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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使用与排障!

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交叉污染原因及避免方法

叶余辉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查找
XZ_PĤ L)̂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中交叉污染产生的具体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避免%方法
!

将葡萄糖"

JẐ

$&磷"

H

$&铁"

I7

$作为接受项目与提供项目肌酸激酶"

TF

$&总胆固醇"

3T

$进行交叉污染实验%结果
!

仪器状况良

好时!提供项目对接受项目无显著影响%仪器状况不好时!提供项目对接受项目影响显著%结论
!

应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交

叉污染实验!确定交叉污染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交叉污染!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

关键词"设备和供应#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交叉污染#

!

避免方法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

"

"%!!

$

"!2"$!,2%(

!!

近年来#各种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试验

室#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具有多项目'多样本的处理能力#由于共

用吸样针'试剂针'搅拌棒以及比色杯#交叉污染的情况不可避

免地存在)

!

*

(仪器使用过程中#由于状态的改变#交叉污染会

日趋严重(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为某一项目的测定结果一

直符合临床要求#一段时间后测定结果趋高或减低#并且日益

明显%而单独测定该项目时测定值又合理起来(由于交叉污染

的出现具有偶然性#通过质控观察往往不能反映交叉污染的存

在#导致此类污染判别具有困难性)

"

*

(下面对
XZ_PĤ L

)̂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交叉污染实验#找出交叉污染

产生的具体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避免(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材料

A#A#A

!

仪器
!

XZ_PĤ L)̂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A#B

!

试剂
!

JẐ

$葡萄糖氧化酶法&'磷$钼酸铵法&'

3T

$

T;XQ2H)H

&'

TF

$连续监测法&#均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

I7

$亚铁嗪法&由
R)QXY

公司提供(

A#A#C

!

标本
!

混合血清'蒸馏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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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19]Z:DP76

!

Q7>7<D78"%!!

!

U4=#("

!

Y4#"!



A#B

!

方法

A#B#A

!

用混合血清进行
JẐ

'

H

和
I7

的重复性测定$

$b

"%

&(实验前先对仪器进行日常维护保养#进行
a"

清洗和杯

吸光度检测#监测水质处于良好状态(其结果为使用未受污染

反应杯测定的数值(

A#B#B

!

确定试剂针及搅拌棒的交叉污染方法
!

XZ_PĤ L

)̂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三头搅拌棒#每个比色杯分别经

过对应的
R

!

'

L

'

R

"

搅拌棒混匀搅拌#然后比色测定#因此第
!

个比色杯和第
+

个比色杯共用相同的搅拌棒(将混合血清分

为
$

份#每个标本只做一个项目(

H

W

为提供项目#

R

W

为接受

项目#分别进行测试(重复
(

次取均值(

交叉污染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T

试剂针
b!e

)$

L

"

RKI

&

g!%%O

*#

T

搅拌棒
b!e

)$

P

"

RKI

&

g!%%O

*#

RKI

是未受交叉污染干扰的

结果#

L

受是试剂针干扰的结果#

P

是搅拌棒干扰的结果(

T

试剂针为试剂针交叉污染率'

T

搅拌棒为搅拌棒交叉污染率#

如果交叉污染率大于
j$O

$厂家仪器性能指标&就可以确认存

在交叉污染(

A#B#C

!

反应杯间的交叉污染实验
!

XZ_PĤ L)̂ -+%

有

!$(

个比色杯(先将某一项目试剂换为水#将混合血清分为
+%

份#准备
!((

份蒸馏水%

!

!

"%

号血清标本测定是提供项目%

"!

!

!$(

试剂'标本均为水%

!$+

!

!'(

号血清标本测定是接受

项目(进行测试时须新起一个日期索引#

!

!

!'(

号一次性连

续测完#不能间断#确保反应杯连续不间断地使用(通过计算

用污染杯测定接受项目的均值与无污染杯所测定项目的均值

百分比偏差#结果超出实验室根据
TZVLf&&

制定的
!

"

+?S%

以

上视为存在反应杯交叉污染(受污染项目测定百分比偏差
b

)$

d

!

ed

&"

dg!%%O

*(其中
d

为无污染杯所测定项目的均

值#

d

!

为使用污染杯测定接受项目的均值(

B

!

结
!!

果

B#A

!

JẐ

'

H

和
I7

测定结果的重复性
!

通过检测#

(

个项目

的精密度都在可以接受范围#见表
!

(

表
!

!!

JẐ

'

H

和
I7

铁测定结果的重复性

项目
L

A !WO

最大值 最小值

JẐ

$

<<4=

"

Z

&

-#$& %#!(& "#%,' -#&" -#("

H

$

<<4=

"

Z

&

!#$' %#%($! "#"(- !#-+ !#$%

I7

$

'

<4=

"

Z

&

"%#,$ %#,'$ +#-$+ ""#,% !,#%%

B#B

!

试剂针及搅拌棒的交叉污染实验结果
!

T

试剂针为试剂

针交叉污染率'

T

搅拌棒为搅拌棒交叉污染率均小于
j$O

#没

有发现明显的试剂针与搅拌棒的交叉污染#见表
"

(

表
"

!!

试剂针及搅拌棒的交叉污染实验结果

提供项目"接受项目
T

试剂针
T

搅拌棒

TF

"

JẐ

$

O

&

(#-- "#",

3T

"

H

$

O

&

(#,, (#+-

TF

"

I7

$

O

&

"#-, +#!'

B#C

!

反应杯间的交叉污染实验结果
!

在测定接受项目

JẐ

'

H

的过程中会出现多个异常高值(而测定接受项目
I7

的过程中会出现多个异常低值(百分比偏差远远超出允许变

异范围#说明比色杯的交叉污染严重地影响了接受项目的检测

结果(通过查找原因#发现有些反应杯内有液体残留#是由于

清洗针堵塞导致#见表
(

(

表
(

!!

反应杯间的交叉污染实验结果

提供项目"

接受项目
L

A !WO

最大

值

最小

值

百分比

偏差$

O

&

允许变异

O

TF

"

JẐ '#-! "#$% ("#&$!$#"- -#+$ !$#-$ "#$%

3T

"

H "#'' %#+--!-#&" &#-+ !#$" '-#+( "#-'

TF

"

I7 !+#"( +#,&%(+#,,""#(" +#"( ("#%& $#%%

B#G

!

反应杯间的交叉污染消除结果
!

找到引起反应杯间的交

叉污染原因后#按程序将清洗针部分拆下#用
"%O

次氯酸钠浸

泡冲洗#使用通针清洗针管内壁(将清洗完毕的清洗针装回仪

器#执行反应杯冲洗后未发现反应杯内有液体残留(按
!#"#(

方法进行试验#结果显示反应杯间的交叉污染已降到可接受范

围#见表
+

(

表
+

!!

反应杯间的交叉污染消除结果

提供项目"

接受项目
L

A !WO

最大

值

最小

值

百分比

偏差$

O

&

允许变异

$

O

&

TF

"

JẐ -#'! %#!+-"#!&% -#&- -#$- !#,& "#$%

3T

"

H !#-% %#%+-"#&'$ !#-, !#$! !#,! "#-'

TF

"

I7 "!#"$ %#&&$+#!-%"(#%"!,#+& !#+( $#%%

C

!

讨
!!

论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过程中#交叉污染的来源一般是试

剂间化学污染及吸样针'试剂针'搅拌棒以及比色杯的携带试

剂污染)

(

*

(试剂间污染有以下几种情况!试剂成分的直接污

染%上一测定试剂中含有下一待测项目成分%试剂反应进程相

同或试剂成分参与反应%反应条件影响(消除试剂间的交叉污

染可以通过合理设置项目测试顺序#将被干扰项目置于干扰项

目之前或中间间隔其他项目)

+2-

*

#各项目测定顺序安排好后#不

可随意更改)

'

*

(使用特殊清洗是排除交叉污染的一种方法#但

会影响仪器的工作效率#且不能完全排除干扰程度较大的交叉

污染)

&2,

*

(仪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随着仪器状态的改变#污

染率可能会增大#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更换吸样针'试剂针'

搅拌棒和比色杯)

!%

*

(

由于试剂污染具有偶然性#一些受污染的结果不易及时发

现影响到检验质量#给日常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在实

际工作中发现某些项目出现异常高值或异常低值#经复查后两

结果比较差距较大就要考虑其是否为交叉污染所引起#找出引

起结果改变的因素加以分析(仪器使用者要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设置适合本系统查找交叉污染的实验程序)

!!

*

#确定交叉污

染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交叉污染(减少交叉污染

要重视和加强仪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从根本上保证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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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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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内不精密度"

!W

$

!#++O

!

!#&+O

&批间
!W"#%!O

!

"#++O

#正确度相对偏倚为

+#-%O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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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

A#B#B#B

!

验证判断
!

各项目偏倚应在厂家允许范围内#验证

通过(

A#B#C

!

线性分析
!

$

!

&验证前准备!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

协会$

YTTZL

&

KH-2)"

)

$

*文件选择低浓度$

Z

&和高浓度$

S

&患

者标本各
!

份#浓度覆盖试剂说明书提供的线性范围或最好超

出检出上限
(%O

($

"

&验证步骤!将低浓度$

Z

&和高浓度$

S

&

患者标按
$S

#

+S`!Z

#

(S`"Z

#

"S`(Z

#

!S`+Z

#

$Z

稀释#

形成系列浓度血清#在检测系统上重复测定
+

次取其
L

#记录

结果(将实测
L

与预期值作比较($

(

&验证判断!采取平均斜

率来确定系列样品应含有待测物的预期值$

J

&#所有样品重复

测定的
L

为实测值$

,

&#将所有结果点在
Je,

坐标图上#计

算回归方程!

,bDJ`:

(若相关系数
9

*

%#,'$

#

D

在
%#,'

!

!#%(

范围内#

:

接近于
%

#则呈直线#符合厂家要求#线性验证

通过(

A#B#G

!

参考范围验证
!

$

!

&验证前准备!从本院体检人群中选

取临床诊断基本正常#肝'肾功能及脂类检验项目结果均正常

被检者血清
(%

例(要求年龄范围为
"%

!

(%

岁#

$

例%

(%

!

+%

岁#

!%

例%

+%

!

$%

岁#

,

例%

$%

!

-%

岁#

$

例%

-%

岁以上#

!

例(

使用本实验室检测系统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记录($

"

&验证

判断!若
(%

份标本的检测结果均在仪器说明书提供的参考区

间内或有小于或等于
(

个标本超出#则验证通过(否则#进行

参考区间确立实验(

A#B#H

!

干扰试验
!

$

!

&验证前准备!使用
L_LPKd

公司提供

干扰标准物质
)2H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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