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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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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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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病毒&

!

聚合酶链反应

!"#

!

!"<#=>=

"

?

<2))@<!>A#B7!#"<$"!$<"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C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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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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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定量检测的影响程度#本试验利用荧光定量
Y(V

法对
%([

强阳性组和弱阳性组标本在室温的一定时间间隔之下进行

检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根据以往病史收集
$"!!

年
$

$

:

月
%([B

V]+

检测强阳性和弱阳性病例血液标本共
$C

例#其中强阳性

组
!$

例#男
C

例#女
7

例&弱阳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各

感染病史至少
!

年以上#临床诊断符合/病毒性肝炎防治

方案0'

?<@

!

试剂与仪器
!

!Q-ZY(

水#所有试验用枪头#

ZY

管均用

-ZY(

水对外源性
V]+

酶进行处理'

%([BV]+

荧光定量检

测试剂盒为达安高科#批号为
$"!!""!

&美国
&_b

I

H2/D@B$6&

荧光定量
Y(V

仪'

?<A

!

方法

?<A<?

!

标本采集
!

用真空抽血管抽取患者静脉血
:MX

#标本

离心后分别置室温
"

(

>

(

!$

(

!C

和
$7G

后检测'

?<A<@

!

实验操作
!

严格按照达安丙肝
V]+

荧光定量检测试

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并同时做
7

例标准品用于绘制标准

曲线'

?<A<A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Y''!#<"

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

析#计量资料以$

A 4̀

%表示#

5

检验检测组间差异'

@

!

结
!!

果

@<?

!

标准曲线的绘制
!

四份标准品绘制的标准曲线#计算公

式为
+gT#M7$=F87:<ACA

#

F

为拷贝数#

+

为
15

值'其中
2

g!<"""

#操作误差小#标准曲线能用于
%([

阳性标本拷贝数

的计算'

@<@

!

强阳性组
%([BV]+

定量检测结果
!

各标本利用
Y(V

法定量检测血清中
%([BV]+

#结果如表
!

#

5

检验结果显示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g"<C=C

#

!g"<7>>

%'

@<A

!

弱阳性组
%([BV]+

定量检测结果
!

各标本利用
Y(V

法定量检测血清中
%([BV]+

#结果如表
$

#

5

检验结果显示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g"<#:=

#

5g"<C#A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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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

%

9!"

:

$

:<!=̀ !<A"

%

9!"

:

$

:<#>̀ $<A>

%

9!"

:

$

:<C=̀ #<:!

%

9!"

:

$

:<!=̀ $<!=

%

9!"

:

$

$

$<:=̀ $<A:

%

9!"

:

$

$<##̀ $<">

%

9!"

:

$

$<#$̀ $<=>

%

9!"

:

$

$<##̀ $<>>

%

9!"

:

$

$<:$̀ $<!>

%

9!"

:

#

$

$<>!̀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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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A#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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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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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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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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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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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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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 $<$#

%

9!"

#

$

:<C=̀ !<A"

%

9!"

#

$

:<:>̀ !<A>

%

9!"

#

$

7<C=̀ $<:!

%

9!"

#

$

7<C=̀ $<!=

%

9!"

#

#

$

C<!=̀ "<=7

%

9!"

#

$

:<C!̀ #<CC

%

9!"

#

$

><C:̀ #<:!

%

9!"

#

$

C<>$̀ !<>7

%

9!"

#

$

:<C#̀ #<!=

%

9!"

#

7

$

7<$7̀ "<=A

%

9!"

#

$

#<7C̀ "<C!

%

9!"

#

$

$<#"̀ !<!>

%

9!"

#

$

7<7>̀ !<$A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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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7

%

9!"

#

$

:<7:̀ #<7"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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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讨
!!

论

%([BV]+

是
%([

的核心成分#系单股正链的
V]+

病

毒#由于基因易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已发现不少于
:

种
%([

基因型)

>BA

*

'因此该试剂盒引物选用
%([:i

末端变异较少的

非编码区'

%([BV]+

荧光定量检测被认为是诊断
%([

病

毒血症的-金标准.

)

7B:

*

#直接反映病毒的复制程度#不受窗口期

的影响'但
%([BV]+

的核酸扩增方法灵敏度和特异性差别

很大)

C

*

#在不同实验室之间结果很难进行比较'结果的差异与

样品的保存(操作者的技术和移液枪的精确度有关'本实验在

同一操作者同一实验室的情况下对
%([BV]+

进行荧光定量

检测#来验证室温的送检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在本实验中

强阳性组和弱阳性组的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g

"<C=C

#

!g"<7>>

&

3g"<#:=

#

5g"<C#A

%#因此#在
%([BV]+

荧光定量检测结果的差异性与标本的送检时间无关'此观点

与徐皖苏等)

$

*的观点一致'

%([BV]+

的遗传物质虽为
V]+

#从本实验结果可以推

测!实验在未对病毒进行裂解的情况下#内源性
V]+

酶并没

有对
%([

的遗传物质进行消化'而各实验室间的
%([B

V]+

检测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实验者的的操作熟练度有关#在

病毒进行裂解
V]+

遗传物质暴露后的过程对实验结果尤为

关键'

综述所述#室温保存
$7G

以内对
%([BV]+

的荧光定量

检测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在进行定量检测
V]+

这类

遗传物质时#实验室需对操作人员的进行培训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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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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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B$7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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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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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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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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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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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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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露楠#吴健民#李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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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肝硬化患者血清细胞间黏附分子
B!

和肿瘤坏死因子
B

.

检测的临床意义

武寿荣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医院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细胞间黏附分子
B!

"

)*(+&B!

#和肿瘤坏死因子
B

.

"

6].B

.

#在肝硬化发病中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

对于

A:

例肝硬化患者!采用
ZX*'+

法测定其血清
)*(+&B!

和
6].B

.

水平%结果
!

肝硬化患者血清
)*(+&B!

和
6].B

.

水平分别为

"

=7#<7̀ ==<C

#

@

J

(

MX

和"

:#<7̀ !$<C

#

@

J

(

X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7<!`#$<A

#

@

J

(

MX

和"

><A`$<#

#

@

J

(

X

/"

!

$

"<"!

#!

都随着肝功能分级增加而升高%血清
)*(+&B!

水平与
6].B

.

呈显著正相关"

2g"<C=#$

!

!

$

"<"!

#!与
+X,

呈显著负相关"

2g

T"<=!"C

!

!

$

"<"!

#!与
+X6

呈显著正相关"

2g"<C:>>

!

!

$

"<"!

#%结论
!

)*(+&B!

和
6].B

.

在肝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其升高程度与肝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肝硬化&

!

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B!

&

!

肿瘤坏死因子
B

.

!"#

!

!"<#=>=

"

?

<2))@<!>A#B7!#"<$"!$<"7<":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C=B"$

!!

细胞间黏附分子
B!

$

)D1431E2@HE5/E1141050;GE)2D@MD1EB

/41EB!

#

)*(+&B!

%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广泛分布在广

泛分布在血管内皮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上#在正常情况

下很少表达或不表达)

!

*

#炎性因素刺激后与其配体作用调节着

细胞间黏附#可以促进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及
6

淋巴细胞浸

入到肝脏实质#参与了炎性反应等许多重要的生理和病理反

应&肿瘤坏死因子
B

.

$

H4MD5@E/5D)2)K0/HD5B01

I

G0

#

6].B

.

%是一

种典型的炎症介质#亦是肝细胞损伤因子之一#在各种慢性肝

病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

*

#主要是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与

机体的免疫反应和介症反应密切相关)

#

*

'作者研究乙型肝炎

后肝硬化患者血清
)*(+&B!

和
6].B

.

水平的变化#探讨其在

肝硬化发病中的作用和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A:

例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选自
$""A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来本院就诊经确诊的肝硬化患者#全部

病例均经临床明确诊断#并按肝功能
(G21;BY4

J

G

分级法分为

+

(

,

(

(

级
#

组#其中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

例

体检健康者列为健康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各种感染(

结缔组织病(肿瘤等疾病#并且近
!

月内未服用抗炎药物'

?<@

!

试剂与仪器
!

)*(+&B!

试剂盒购自美国
Vq-'

L

)HEM

#

其灵敏度为
"<#:@

J

"

MX

'酶标仪为美国
,2DV0;

产品'

6].B

.

试剂盒由北京晶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

+X,

和
+X6

试剂盒

均为申能产品#采用
bXe&Yc'+c: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

!

标本采集
!

所有肝硬化患者自来本院住院后次日清晨抽

取空腹静脉血#对照者抽空腹静脉血
!

次#

$:""5

"

M2@

离心
!"

M2@

#分离血清测肝功后置备
T$"\

冷藏'

?<B

!

血清
)*(+&B!

检测
!

采用双抗体夹心
ZX*'+

法'将试

剂置室温下
#"M2@

后#将样本
!̂ :"

稀释后取
!""

#

X

"孔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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