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比*这表明

R(*"A

作为一种重要炎性因子参与了慢性丙肝患者肝细胞损

伤的过程#而在炎性因子大量被激活的同时#

R(*"$

作为一种

重要的抗炎因子也被激活#两者互相调节#共同参与发病*

.GF7HF

等(

"%

)研究发现
R(*"A

水平与肝脏炎性活动指数有关#

而
S4NHF8

等(

"=

)研究发现
R(*"A

水平与肝脏纤维化程度有关#

综合本组实验结果#提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R(*"A

持续高表达

与肝脏炎性反应'肝纤维化程度和肝硬化的发生均有关*

R(*"%

由
<G"

细胞分泌#它能显著刺激
R(*%

'

RUS*

$

'

2+*

).U

等细胞因子的产生#增强
UF5

介导的细胞毒活性#是目前

已知的最有效的
)<(

活性和
S,

活性刺激因子(

"E

)

*目前有

关
R(*"%

检测的报道结果不一#在本组试验中#患者组
R(*"%

水

平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各组间差异不明显*有研究表明#

R(*"%

除可单独介导细胞毒性肝脏炎性反应#还可增强
R(*"A

炎性反

应#协同
R(*"A

参与病毒性肝炎的炎性损伤过程*

综上所述#本组认为检测
R(*"$

'

R(*"%

和
R(*"A

水平在判

断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炎性损伤病情进展方面有一定的临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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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原时间检测过程中试剂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刘开琴!范久波#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
"

EE"$%"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凝血酶原时间"

0<

#检测过程中试剂衰变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
"

0<

试剂分别在仪器上$冰箱中放置

不同时间后再检测正常组和异常组各
%$

例&两批标本分别检测完成后试剂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标本各
%$

例%用新配制新鲜试

剂同时检测标本作为对照%结果
"

试剂在冰箱中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无差异!而试剂在仪器托盘上放置
"A

$

%$G

时!检测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检测完
%$

例标本试剂放置
"-G

后$检测
A$

例标本后放置
"EG

后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结论
"

检测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必须要引起重视!一是要正确保存使用中的试剂!冰箱冷藏是保证活性成分的有

效手段&二是在批量检测过程中!须确保试剂的质量能满足要求!必要时可将质控品随每批标本一起检测%

关键词"凝血酶原时间&

"

试剂衰变&

"

质量控制

!"#

!

"$>=B-B

"

C

>D558>"-!=*E"=$>%$"%>$A>$EA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

"

%$"%

#

$A*$BAE*$=

""

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是评价检验科检验质量的

有效手段#随着医院信息系统的完善#在网络上调阅室内质控

图很方便检验科管理者掌握检验项目的质量状况*对于血凝

项目而言#每日质控品检测在控后#检验质量是否完全得到保

证#比较试剂放置时间对凝血酶原时间$

0<

%检测结果的影响#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自该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按,全国临床检验

操作规程-第
=

版采集'处理标本#按仪器作业指导书进行
0<

检测*正常组患者
0<

结果在
B

#

"#5

之间#异常组
0<

结果

大于
"#5

*

?>@

"

仪器与试剂
"

德国
Y&

公司
<G7;H9;:

O

W47VFLX7;6;7

全

自动血凝分析仪及配套
9D;

I

;;:0<

试剂*

?>A

"

方法

?>A>?

"

试剂在仪器上放置不同时间后对结果的影响比较
"

血

凝仪试剂托盘底座上自带冷藏系统#将
0<

试剂放在仪器托盘

+

EA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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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月第
==

卷第
A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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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放置时间分别为
$

'

E

'

A

'

"%

'

"E

'

"-

'

"A

'

%$G

时检测正常

组和异常组各
%$

例标本*同时用新配制新鲜试剂检测上述

标本*

?>A>@

"

试剂在冰箱中放置不同时间后对结果的影响比较
"

将

0<

试剂加盖放入
E

#

A[

冰箱保存#检测时取出#在放置时间

分别为
$

'

A

'

"-

'

%E

'

=%

'

E$

'

EA

'

#-

'

-E

'

!%G

时检测正常组和异

常组各
%$

例标本*同时用新配制新鲜试剂检测上述标本*

?>A>A

"

批标本检测后对结果的影响比较
"

选两个批次#一批

%$

例标本#另一批
A$

例标本*

0<

试剂放在仪器托盘上#分别

对两批标本进行检测后#在放置时间分别为
$

'

E

'

A

'

"$

'

"%

'

"E

'

"-G

时检测
%$

例标本#同时用配制新鲜试剂检测上述标本*

?>B

"

统计学处理
"

用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

用$

Af3

%表示#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试剂在仪器托盘上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比较
"

见

表
"

*

@>@

"

试剂在冰箱中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A

"

批标本检测后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0<

试剂在托盘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比较%

Af3

$

5

&

组别
$G

原试剂 新试剂

"-G

原试剂 新试剂

"AG

原试剂 新试剂

%$G

原试剂 新试剂

正常组
"">#f$>!- "">Ef$>!# "">!f$>#! "">Ef$>-A "%>Af$>#= "">#f$>-= "E>%f">"=

!

"">Ef$>A"

异常组
%">$fE>BA %$>#f#>%! %">BfE>BE %">%fE>-! %#>"f#>B$

!

%">%fE>EA =$>-f!>BB

!

%%>=f!>!$

""

!

B

%

$>$#

#与新配制试剂检测结果比较*

表
%

""

0<

试剂放置
E

#

A[

冰箱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比较%

Af3

$

5

&

组别
$G

原试剂 新试剂

#-G

原试剂 新试剂

-EG

原试剂 新试剂

!%G

原试剂 新试剂

正常组
"%>"f$>-- "%>Ef$>!$ "">Ef$>#B "">%f$>#- "%>#f$>-= "%>"f$>-$ "%>%f$>!% "%>Ef$>-=

异常组
%=>$fE>!A %%>%f#>$! %">Ef#>BE %">%f#>-! %#>Bf#>%$

!

%E>%fE>BA %=>-f->-$ %%>=f#>!$

""

!

!

B

$

$>$#

#与新配制试剂检测结果比较*

表
=

""

批标本检测后
0<

试剂在托盘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比较%

Af3

$

5

&

项目
$G

原试剂 新试剂

"%G

原试剂 新试剂

"EG

原试剂 新试剂

"-G

原试剂 新试剂

批一标本
"E>#$f->$" "E>"$f#>A- "#>!$f->!$ "#>$$f#>A$ "->B$f->E$ "#>A$f->%$ "B>"$f->B$

!

"#>%$f->=$

批二标本
"=>-$f=>!! "=>"$f=>#B "#>E$fE>$E "=>Bf=>-! "->E$fE>"$

!

"E>%f=>!A "A>"$fE>#$

!

"E>-$fE>$"

""

!

!

B

%

$>$#

#与新配制试剂检测结果比较*

A

"

讨
""

论

凝血和止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理病理过程#影响其实验

结果的因素很多为此学者们对各方面的具体影响作了细致的

研究(

"*=

)

*银广悦等(

E

)从标本放置时间#康晓军(

#

)从溶血'乳糜

血#季明德等(

-

)从采血量#李伟等(

!

)对标本放置温度#张俊玲(

A

)

从抗凝剂等各个方面对
0<

'

10<<

检测结果的影响作了分析#

任海(

B

)

'王国有等(

"$

)在其报道中提及过试剂对
0<

'

10<<

检

测结果的影响#但没有具体的分析*袁丽萍(

""

)将试剂放置
E

[

冰箱
"J

与
=J

测定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试剂配制后

在
E[

冰箱放置
=J

后结果显著改变*

表
"

表明#随着试剂在仪器托盘上放置时间的延长#检测

结果严重偏离靶值#正常标本
%$G

'异常标本
"AG

即不能得到

正确的检测结果#其原因是试剂逐渐衰变#与董芳青(

"%

)的结果

一致#其根本原因是
0<

试剂主要为脑磷脂#主要成分为组织

因子*丛玉隆和王淑娟(

"=

)所述随着存放方式和时间的不同凝

血因子会逐渐消耗*而表
%

显示试剂放
E

#

A[

冰箱保存
!%G

结果无差异#提示试剂的保存方式对检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血凝仪自带冷藏装置只能起一定作用#无法达到冰箱的保存效

果#因试剂在待用状态#一定要放在冰箱内冷藏保存*

表
=

提示随着标本量的增多#试剂的放置有效时间缩短#

检测
%$

例标本时有效时间为
"-G

内#检测
A$

例标本时有效

时间为
"EG

内#低于表
"

中的
"AG

#除仪器的试剂冷藏方式的

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仪器仅配一根加样针#加血浆'试剂

均由它来完成#在加血浆时难免会携带残留血浆污染试剂而消

耗试剂中的组织因子#从而使试剂逐渐衰变#加样次数越多#污

染的次数也越多#试剂衰变越快#因而结果影响也最大*对于

夜班者尤其要注意#其试剂有效期刚好在这段时间结束#如果

稍不注意#就会发出错误的检验报告*

综上所述#影响血凝项目的检验结果的因素很多#为得到

准确的结果#仅凭每日一次质控品检测来保证检测质量是远远

不够的#检验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必须要引起重视*为此#一是

要正确保存使用中的试剂#冰箱冷藏是保证活性成分的有效手

段&二是在批量检测过程中#须确保试剂的质量能满足要求#必

要时可将质控品随每批标本一起检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临

床医师对检验结果不产生质疑#从而准确地指导临床医师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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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测定血清铁蛋白
,

*(*

岩藻糖苷岩藻糖水解酶与甲胎蛋白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

郭建利!王
"

燕

"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总医院检验科
"

$E-%$E

#

""

摘
"

要"目的
"

原发性肝癌"

0T)

#在中国是第三位常见的肿瘤!肝癌起病隐匿!早期无临床症状!对肝癌患者血清生物标志

物的检测成为早期诊断的手段%方法
"

对
%#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进行甲胎蛋白"

1U0

#$血清铁蛋白"

U&V

#$

,

*(*

岩藻糖苷岩藻糖

水解酶"

1Ui

#检测分析!探讨
=

项标志物在原发性肝癌中的单项及联合检测阳性率%结果
"

1U0

$

U&V

$

1Ui

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0T)

患者
1U0

$

U&V

$

1Ui

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A>$@

$

-E>$@

$

#->$@

!

1U0

$

U&V

联合检

测后!检出率明显提高!达
AE>$@

!

1U0

$

U&V

$

1Ui

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B%>$@

%结论
"

联合检测能明显提高原发性肝癌的阳性

检出率%

关键词"肝肿瘤&

"

甲胎蛋白&

"

铁蛋白&

",

*(*

岩藻糖苷岩藻糖水解酶

!"#

!

"$>=B-B

"

C

>D558>"-!=*E"=$>%$"%>$A>$EB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

"

%$"%

#

$A*$BA-*$%

""

原发性肝癌$

0T)

%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恶性程度高'进展

快'预后差的恶性肿瘤(

"

)

*及早诊断可以提高
0T)

患者的生

存率和生活质量#甲胎蛋白$

1U0

%是诊断
0T)

的最灵敏指标#

仍应作为首选的肿瘤标志物(

%

)

*但由于
1U0

在血液中的浓度

不但与癌肿大小有关#也取决于癌肿的分化程度与生长情况#

并与变性坏死有关#

E$@0T)

患者
1U0

正常*血清铁蛋白

$

U&V

%是近几年才应用于临床的一种肿瘤标志物#其应用逐渐

受到普遍重视#

,

*(*

岩藻糖苷岩藻糖水解酶$

1Ui

%在肝硬化'

肝癌时含量增加#也被认为是肿瘤标志物之一*现通过联合检

测
1U0

'

1Ui

和
U&V

血清水平#探讨其在
0T)

中的诊断

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B

年
E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住院

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共
%#

例#年龄
E"

#

A%

岁#平均年龄

-A

岁#所有患者均经腹部
Y

超'

)<

'

+VR

或肝组织学检查#符

合
0T)

诊断标准(

=

)

&本组病例排除所有继发性肝癌$转移癌%

及其他肝瘤*选取体检中心
=$

例健康成年人$年龄
%A

#

#%

岁#平均年龄
=#>-

岁%作为健康对照者*

?>@

"

仪器与试剂
"

1U0

试剂盒及配套质控品均由
V;LG4

公

司提供*

V;LG4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

U&V

试剂盒及配套质

控品均由
VF8J;̀

公司提供#

1Ui

试剂由科华公司提供#罗氏

0

模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

"

方法
"

采集无溶血'无混浊的空腹血清标本#

=$$$7

"

HD8

离心
"$HD8

待检*

1U0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阳性阈值为

1U0

$

"#8

P

"

H(

*

U&V

采用免疫比浊法#阳性阈值为
U&V

$

=$$8

P

"

H(

$男%'

U&V

$

%$$8

P

"

H(

$女%#

1Ui

采用速率法#阳

性阈值为
1Ui

$

E$i

"

(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Af3

%表示#组间资料比较采用
5

检验#阳性率比较

采用
%

% 检验#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
0T)

患者
1U0

'

U&V

'

1Ui

单项指标阳性率及联合

检测阳性率结果*

0T)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

%*每一单项检测均存在一定的假阴性#

1U0

'

U&V

'

1Ui

对
0T)

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A>$@

'

-E>$@

和

#->$@

#

1U0

阳性率最高#

1Ui

最低*

1U0

和
U&V

联合检测

后#检出率明显提高达
AE>$@

#

1U0

'

U&V

和
1Ui

联合检测阳

性率为
B%>$@

#显著高于单项检测阳性率*见表
"

'

%

*

表
"

""

两组对象
1U0

(

U&V

和
1Ui

检测结果比较%

Af3

&

组别
1U0

$

8

P

"

H(

%

U&V

$

8

P

"

H(

%

1Ui

$

i

"

(

%

健康对照组$

(e=$

%

!>=f%>- "#E>%f->% %"f%>%

原发性肝癌组$

(e%#

%

"->"f=>" ="A>Ef"%>E EBf#>=

B

值
%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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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T)

患者
1U0

(

1U0

和
U&V

单项及联合检测

""""

阳性率结果比较

项目 阳性例数$

(

%阴性例数$

(

%合计$

(

%阳性率$

@

%

1U0 "! A %# -A>$

U&V "- B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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