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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板清洗程序在血型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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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建立标准化的微板清洗程序!保证血型检测的质量%方法
!

通过使用
#

种常见的清洗液对含血细胞的微板以

及只含血浆的微板进行清洗!并对清洗的效果进行统计学评价!选择最佳条件%结果
!

Z*+

洗液对含血细胞的微板清洗效果较

好!对微板残留抗
B+

$抗
B,

物质的清洗效果最好%结论
!

#

种洗液中!

Z*+

洗液的综合清洗效果最好!清洗
7

遍!可以保证血型板

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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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血型的检定对安全输血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在

血站系统内#对无偿献血者血型的大规模筛查#多使用全自动

加样仪配合微孔板的方法进行判读)

!

*

#此方法不但操作简便#

结果准确#而且节省试剂血清#并且也可以实现检测结果的长

期保存'因此#在此方法自
!==>

年面世以来)

$

*

#就迅速在血站

系统中得到了快速普及)

#

*

'然而#由于这种试验方法的敏感性

很高#非常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得出错误的结果)

7B:

*

'

在本站的工作实践中#笔者发现!微孔板清洗不彻底#是导致错

误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为避免此原因导致的错误结果#笔者

在本单位建立了微孔板的标准化清洗程序#保证了检测质量#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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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

本站献血者
Z-6+B]0

$

抗凝新鲜标本
>>#C

例'

?<@

!

试剂
!

河北医科大学抗
B+

#抗
B,

标准血清&北京金豪
7Q

+,b

红细胞'

?<A

!

仪器
!

自动加样系统$

V'Y!:"

#瑞士
6Z(+]

%和
6GE5B

MD

温育振荡器&

6GE5MD

洗板机&平板离心机&

c

型微孔板#

'c]V*'Z

酶标仪'

?<B

!

方法步骤
!

微孔板血型标准操作方法!参考赵君等的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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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Y

控制软件
XD

J

2/

#取生理盐水
#""

#

X

加入预稀

释板#在反定型板奇偶列上分别加入
:"

#

X

标本血清#再在奇

数列加入
7Q +

细胞(偶数列加入
7Q,

细胞各
7"

#

X

#在正定

型板奇偶列上分别加入抗
B+

#抗
B,

#再分别加入稀释后标本红

细胞各
#"

#

X

&所有微板
$: \

温育振荡
>M2@

#频率为
:""

"

M2@

#平板离心机离心
!"""5

"

M2@

#

$M2@

#振荡
#")

#频率为

C""

"

M2@

#静置
#M2@

后#在波长
>$"@M

下#判读反应结果'

取
>

块微孔板#分成
#

组#每组
$

块#随机选择
7C

例
+

型(

,

型标本#在一块板上#按照正定型方式进行加样#另一块板上

用反定型方式进行加样#并按照上述方法完成试验后#静置微

板
#G

'然后#

#

组微板分别用
!]

的
%/1

(

!]

的
]0b%

和普通

的
Z*+

洗液进行清洗'对正反定型的微孔板的
!

(

$

列吸液#

#

(

7

列洗一遍#

:

(

>

列洗
$

遍#直至
!!

(

!$

列洗
:

遍'清洗完毕

后#对微板清洗效果进行评价&另取
>

块微孔板#分成
#

组#每

组
$

块#随机选择
7C

例
b

型标本#每份标本加奇偶两列#每孔

加
!""

#

X

血清&微板静置
#G

'对正反定型的微孔板的
!

(

$

列

吸液#

#

(

7

列洗一遍#

:

(

>

列洗
$

遍#直至
!!

(

!$

列洗
:

遍'清

洗完毕后#按照正常程序在
#

组微板板上做随机选择的
7C

例

+

型(

,

型血的正反定型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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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取出微板#

#

组微板分别用
!]

的
%/1

(

!]

的
]0b%

和普

通的
Z*+

洗液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根据板底细胞残留情

况进行评价#统计情况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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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洗液洗板情况$分%

洗液 只吸液 洗
!

遍 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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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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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Y''!#<"

软件对上述结果进行卡方检验#洗液的
3

g!=<:$A

#

!g"<"""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洗板次数的
3

g#"<$>

#

!g"<"""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碱洗微板与

Z*+

洗液清洗的微板之间的
!g!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碱洗微板(

Z*+

洗液清洗的微板与酸洗微板之间的
!

值为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二组中#使用酸洗微板进行加样操作#在静置不同时间

后进行判读#判读结果错误数见表
$

&第二组中#使用碱洗微板

进行加样操作#在静置不同时间后进行判读#判读结果错误数

见表
#

&第二组中#使用
Z*+

洗液洗微板进行加样操作#在静置

不同时间后进行判读#判读结果错误情况见表
7

'

表
$

!!

酸洗微板再次检测错误情况

时间 只吸液 洗
!

遍 洗
$

遍 洗
#

遍 洗
7

遍 洗
:

遍

>") C # $ " " "

!$") C 7 # " " "

!C") C

$

"

分%

7

$

7

分%

#

$

:

分%

!

$

A

分%

"

$

C

分%

"

$

C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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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洗微板再次检测错误情况

时间 只吸液 洗
!

遍 洗
$

遍 洗
#

遍 洗
7

遍 洗
:

遍

>") C > $ $ $ $

!$") C C # # # #

!C") C

$

"

分%

C

$

"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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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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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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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

:

分%

#

$

:

分%

按照判读程序#取静置
#M2@

后的判读结果#用
'Y''

[!#<"

软件进行卡方检验#洗液的
3g!!<=A

#

!g"<""$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洗板次数的
3g$!<#"#

#

!g"<""$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酸洗微板与
Z*+

清洗的微板之间

的
!g"<$=A

'

"<":

#差异无学意义&酸洗微板(

Z*+

清洗的微

板与碱洗微板之间的
!

值分别为
"<"":

#

"<""!

$

"<"!

#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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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以
Z*+

洗液的清洗效果为

最好#并且对于再次检测的影响最小'因此#最后确定洗板的

最佳方法为!使用
Z*+

洗液#清洗
7

遍'

使用此方法对实验用
c

型微孔板进行清洗#并用清洗后

的微板对近
$

个月的
>>#C

例标本进行血型检测#无错误结果

出现'

表
7

!!

Z*+

洗液清洗微板再次检测错误情况

时间 只吸液 洗
!

遍 洗
$

遍 洗
#

遍 洗
7

遍 洗
:

遍

>") C $ " " " "

!$") C # " " " "

!C") C

$

"

分%

#

$

:

分%

!

$

A

分%

"

$

C

分%

"

$

C

分%

"

$

C

分%

A

!

讨
!!

论

c

型微孔板检测血型#是目前血站系统进行大规模血型检

测的最常用方法#微孔板的质量对结果的判定具有重要的影

响)

A

*

'现阶段#为了减低检测成本#除部分血站外'多数血站

的
c

型微孔板均为重复使用)

C

*

'这种血型用微孔板多为聚苯

乙烯材料制成#此材料制做的微孔板对抗原(抗体物质具有良

好的吸附作用)

=

*

'如不能对使用过的微孔板进行良好的清洗#

在孔中残留的抗
B+

(抗
B,

物质就会与加入的血细胞产生凝集

反应#从而干扰血型的判定#导致出现错误结果'但是#到目前

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关于
c

型微孔板清洗的相关文献报道'

就笔者的了解#目前血站检验科对于
c

型微孔板清洗的随意

性较大#很难保证清洗的效果#并且也不符合二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的要求#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考虑通过对不同洗液#不同洗板时间(

次数的试验摸索#建立起一套标准化的微孔板清洗程序#实现

微板清洗的规范化(标准化'

酸碱洗液均为常用的清洗液体#对于实验器皿的清洗效果

较好#但是这两种洗液由于都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在用于血

型板的清洗时效果并不理想'

在对含细胞微板进行清洗时#

!] %/1

洗液使血细胞发生

变性作用#使得细胞扣紧贴在微孔板底部#清洗效果很差'而

其余洗液在对含细胞微板的清洗效果较好'

在对吸附微板进行清洗后#再次进行试验时#

%(1

洗液和

]0b%

洗液的残留液很容易使血细胞发生变性作用#导致结果

出现错误'尤其是
]0b%

溶液#如果在用
]0b%

清洗后#不用

蒸馏水反复再清洗多次#其残留液很容易导致细胞溶血#从而

引起错误判读'

相对上两种清洗液#

Z*+

洗液由于其既含有疏水基团#又

含有亲水基团#并且无腐蚀作用#清洗效果极好&并且#在用此

微板再次进行试验时#也不会对试验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

种清洗液以
Z*+

洗液对血型的影

响为最小#并且#清洗
#

遍以上#基本可以杜绝抗
+

(抗
,

物质

的残留'本站设定用
Z*+

洗液清洗
7

遍#建立此清洗程序后#

连续对近
$

个月共
>>#C

例标本进行检测#取得了良好的检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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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时间对血清
%([BV]+

定量检测结果的影响

梁耀荣!吴小燕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珠海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送检时间对血清
%([BV]+

荧光定量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收集
%([

强阳性标本
!$

例和弱阳

性血清
!>

例!分别在室温下
"

$

>

$

!$

$

!C

和
$7G

后进行
Y(V

定量检测
%([BV]+

含量!将
"G

作为对照组%每份标本重复检测
$

次%数据结果利用
'Y''!#<"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强阳性组和弱阳性组
%([BV]+

的拷贝数在室温放置
>

$

!$

$

!C

和
$7G

的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g"<C=C

!

!g"<7>>

&

3g"<#:=

!

5g"<C#A

#%结论
!

送检时间在
$7G

内对
%([BV]+

的荧光定量
Y(V

检测结果无显著的影响!各实验室间的差异应考虑实验者的操作熟练度%

关键词"肝炎#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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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条有包膜的
,

族虫媒病毒家族的单股正链

V]+

病毒)

!

*

#许多研究证明丙型肝炎易慢性化#这有可能加快

肝硬化#最终导致肝细胞肝癌)

!B#

*

'

%([BV]+

是
%([

的核

心成分#

%([BV]+

荧光定量检测被认为是诊断
%([

病毒血

症的-金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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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操作较复杂#对于丙肝患者的血清标

本往往不能做到立即检测'为了探讨送检时间对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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