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
,;5

作为临床常规而经济的检测指标在监测
)+

患者中的

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超过

%'b

'

%#

(

)近年来#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发病年龄提

前#并伴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众多证据表明#

高尿酸血症不仅是痛风和肾结石的前期病变#而且与
)+

*高

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疾病有密切的联系'

%6

(

)本次分

析显示#

)+

合并
2,g;1

患者
U,

水平明显高于
)+

组#并且

男性
U,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水平#可能是由于男女体内激素水

平和接触环境*饮食等危险因素的频率不同)因此#监测
U,

水平对于
)+

的预防*治疗以及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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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尿酸在实验室内不同生化分析系统间结果比对分析

梁淑新!韩梦思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河北保定
'D%'''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如何确保实验室内不同生化分析系统间血清尿酸结果比对的一致性&方法
!

采用三台生化分析仪#强生

:̀HG8BW&%g+

'日立
D(''<%%'

'雅培
0?'''

!进行尿酸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标本各
W'

份比对&日立
D(''<%%'

'雅培
0?'''

均采用日

本第一化学试剂'北京柏定公司试剂各检测一次!

:̀HG8BW&%g+

采用干化学检测&进行干化学'两种厂家湿化学法之间尿酸检测结

果的比较&结果
!

住院患者湿化学法试剂采用北京柏定公司的试剂时!

:̀BH8GW&%g+

与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H8G

W&%g+

与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与
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门诊患者湿化学采用北京柏定公司试剂时进行配对
6

检验!

:̀BH8GW&%g+

与
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H8GW&%g+

与
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与
0?'''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W

%&结论
!

检测所用试剂抗药物干扰能力的高与低是确保不同生化分析仪间患者样品尿酸测定结果一致的条件

之一&

关键词"尿酸$

!

比对研究$

!

抗药物干扰能力$

!

干化学$

!

湿化学

!"#

!

%'&6@(@

"

A

&:BBC&%(D6<E%6'&#'%#&'%&'EE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6<E%6'

"

#'%#

%

'%<''@(<'#

!!

为满足临床需要#确保患者及时*快速地拿到检验报告#许

多实验室拥有两台以上生化分析仪#有用干化学方法检测的#

也有用湿化学方法检测的)即使都是湿化学的方法#仪器生产

厂家也有不同%或者即使使用同一厂家的仪器#技术性能有的

也不同)同一项目在室内不同生化分析系统间结果一致性#是

确保患者结果准确的前提#是做好质量控制的任务之一'

%

(

)现

对本科就如何做好血清尿酸室内不同生化分析系统间结果比

对进行探讨#并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门诊体检者血清
W'

份#住院患者当日血清

W'

份#共
%''

份样品)

C&D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强生
:̀H8GBW&%g+

干化学自动生化分

析仪#日立
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雅培
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共三台仪器)干化学法采用美国强生原装测试片#湿

化学法试剂分别采用日本第一化学*北京柏定公司试剂#标准

品均选用
*,21jc

校准品#批号为
((6U2

)三种试剂均选用

尿酸酶
<

过氧化物酶法)三台仪器均采用
*,21jc

中*高值

两个水平质控品#中值质控品批号为
WD@U2

#高值质控品批号

为
E'@U2

)

C&E

!

方法
!

干化学法!取上述
%''

份血清在强生
:̀HG8BW&%g+

平行检测
#

次#结果取均值)湿化学法!采用日本第一化学试

剂分别在日立
D(''<%%'

*雅培
0?'''

上测定上述
%''

份样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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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测定
#

次#结果取均值%采用北京柏定公司试剂分别在日

立
D(''<%%'

*雅培
0?'''

上测定上述
%''

份样品#平行测定
#

次#结果取均值)

C&F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资料进

行处理#计量资料用
Dk@

表示采用随机区组的方差分析#直线

回归和相关分析)

D

!

结
!!

果

D&C

!

住院患者尿酸结果见表
%

)门诊患者尿酸结果见表
#

)

表
%

!!

门诊患者尿酸测定结果#

Dk@

$

组别 强生
:̀HG8BW&%g+

雅培
0?'''

日立
D(''<%%' *

干化学
6''&E@kD'&6? X X X

日本第一化学试剂
X #@@&?#kD%&#D

#

#@@&##kD%&(#

#"

'&D#6

北京柏定公司试剂
X #@@&'6kD%&%E

#

#@?&D@kD#&''

#"

'&#(D

!!

#

!

*

'

'&'W

#与强生干化学组比较%

"

!

*

'

'&'W

#与雅培组比较)

X

!无数据)

表
#

!!

住院患者尿酸测定结果#

Dk@

$

组别 强生
:̀HG8BW&%g+

雅培
0?'''

日立
D(''<%%' *

干化学
6'6&%@k%6E&(# X X X

日本第一化学试剂
X 6'6&D%k%6E&#(

#

6'6&(Wk%6E&W(

#"

'&?EE

北京柏定公司试剂
X %@D&D#k@D&D6

##

%@?&W#k@D&?D

##"

$

'&''%

!!

#

!

*

'

'&'W

#与强生干化学组比较%

"

!

*

'

'&'W

#与雅培组比较%

##

!

*

$

'&'W

#与强生干化学组比较)

X

!无数据)

D&D

!

住院患者
W'

份尿酸结果显示#湿化学法试剂均采用北京

柏定时#进行随机区组方差分析#强生
:̀BH8GW&%g+

与日立

D(''<%%'

比较#

*

$

'&'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强生
:̀BH8G

W&%g+

与雅培
0?'''

比较#

*

$

'&'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日立

D(''<%%'

与雅培
0?'''

比较#

*

'

'&'W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

关系数
5f'&@@

)门诊患者
W'

份尿酸结果显示#湿化学采用

北京柏定公司试剂时进行配对
6

检验#强生
:̀BH8GW&%g+

与日

立
D(''<%%'

比较#

*

'

'&'W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
5f

'&@?

%强生
:̀BH8GW&%g+

与雅培
0?'''

比较#

*

'

'&'W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
5f'&@@

%日立
D(''<%%'

与雅培
0?'''

比较#

*

'

'&'W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
5f'&@@

)

E

!

讨
!!

论

根据0河北省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1规

定#同一实验室使用不同仪器或不同方法开展同一项目时#应

做比对#其结果之间相对偏差不能超过
%

"

#!5

可接受范围)

作者在执行这一规定时发现#尿酸在干化学与湿化学两系统之

间有时结果比对超出允许范围#为了寻找原因#进行了上述实

验)结果表明#湿化学采用日本第一化学试剂时#样品不论是

住院的#还是门诊的#强生
:̀BH8GW&%g+

*日立
D(''<%%'

*美国雅

培
0?'''

三台仪器间尿酸结果比对#相关性良好)湿化学换

用北京柏定公司试剂#门诊样品#强生
:̀BH8GW&%g+

*日立
D(''<

%%'

*美国雅培
0?'''

三台仪器间尿酸结果比对#相关性良好)

住院样品#干化学与湿化学尿酸结果比对存在显著差异#但湿

化学两台仪器日立
D(''<%%'

*美国雅培
0?'''

间尿酸结果比

对相关性良好)所以可以做出如下推断#造成误差的原因与病

房标本有关系#在临床工作中#往往住院患者都是应用药物治

疗的#临床所用药物如!高浓度
/̀

*抗坏血酸*多巴*多巴胺*胆

红素等#对尿酸检测均产生负干扰'

#

(

#鉴于这一点#选择试剂

时#抗药物干扰能力应成为评判试剂优劣标准之一)在选择试

剂时#注意仔细阅读说明书#不能单纯为了降低成本#创经济效

益#选择抗干扰能力低的试剂#患者检测结果得不到质量保证#

影响临床医师对患者的诊疗)

为了确保患者结果的准确性*一致性#满足临床需求#不仅

要做好室内质控*室间质评#同时要做好血清尿酸在实验室内

不同生化分析系统#尤其是干*湿化学结果比对工作非常重

要'

6<(

(

#工作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

&湿化学法试剂选用时需注

意抗药物干扰能力#和干化学法要相近)在选用湿化学检测血

清尿酸时#注意交叉污染的问题#有报道#检测磷的试剂对尿酸

检测产生负干扰'

D

(

)可根据不同生化仪通过采取不同有效技

术措施避免#如改变测试顺序#设置防污染程序*采用内外圈比

色杯分开'

?

(

#本科在进行尿酸比对时已进行了防污染的设置)

$

#

&比对样本选择门诊体检患者和住院患者各一半#含有高*

中*低三个浓度值)做到以上几点#才能保证患者样本尿酸在

临床实验室内不同分析系统的检测结果具有高度准确性*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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