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国内最普及的精密度评价方案是对稳定的样本进行多次

测量#求这些重复测量值的
F

和
<

以及
,V

'而
3-E52&

是目

前精密度评价实验方案中最全面和最具统计学效能的'其适

用于实验室对所有仪器或自建检测系统的精密度性能进行验

证或评价#所以本研究选择该方法对
_X92

测定梅毒螺旋体

抗体进行精密度评价#结果显示总精密度小于厂家声称的数值

$阳性质控总精密度小于或等于
%EG

&'

本研究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_8/9

&的
3-5

%$2

文件对
_X92

测定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灵敏度$包括
880

(

780

和
Y/

&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
880

为
*(*&1_g

"

Q8

#

780

接近
*(&1_g

"

Q8

#

Y/

为
*()1_g

"

Q8

#厂家声称灵敏

度大 于 或 等 于
,,(**G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特 异 性 为

%**(**G

#厂家声称特异性为
,,($HG

'

本研究根据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_12/

&中对

方法学的要求#选定目前国内外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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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标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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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_X92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性能进行了验证#结果

与厂家声称数据一致#达到了对其方法学验证的目的#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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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性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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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促凝管与
30425̂

&

抗凝管在血糖测定中差异的探讨

石秀芳!敖家富!雷
"

婷!刘莹莹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

&'H+**

$

""

摘
"

要#目的
"

探寻一种快速&准确的血糖检测方法!并且适用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30425̂

&

$抗凝血浆%方法
"

将同一份

标本分别抽取于不含抗凝剂的促凝管中和含
30425̂

&

的抗凝管中!分别对血清&血浆用
]942_]9$H**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血糖!观察抗凝剂
30425̂

&

的使用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

30425̂

&

抗凝组血糖检测结果与血清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Dh*(&H,$

$%结论
"

30425̂

&

抗凝剂抗凝血浆较适用于葡萄糖含量的测定!不仅在急诊检验中可大大缩短报告时间!

而且在糖尿病的普查&监控和疗效观察中!特别是在婴幼儿手足口病筛查中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依地酸#

"

血糖#

"

设备和供应#

"

30425̂

&

抗凝#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H,

"

I

(;""!(%H$'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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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医院信息系统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普及#传统工作

模式发生了改变#由以前多管标本分别测定不同项目转变为单

管标本进行多项目测试的分析方式#且逐步采用原始管上机#

使部分实验室#尤其是标本量大的实验室血标本在采集后常常

不能及时上机%为能更好的分离血清#离心前还常常放置
'$a

恒温水浴箱中
%EQ;!

以上等#这些举措无形中促进了血糖的

体外降解速度#同时对其他生化检测项目也带来一定影响#从

而降低了实验的准确性*

%

+

'因而#需探寻一种既能延缓体外血

糖降解#同时又方便实验室急诊工作需要的抗凝剂'在急诊检

验中常需要快速取得结果#但在不用抗凝剂的情况下短时间内

很难分离出血清#耽误了报告结果的时间'为探讨何种抗凝剂

适用于血糖的测定#作者进行了如下探讨'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942_]9$H**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血糖试剂由日本第一化学公司提供#批号!

+&*.09

$血

糖&#按说明书操作'

A(B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本院体检(门诊(住院患者
%*E

例'

A(C

"

方法
"

采静脉血
)Q8

#血清对照管和抗凝管各加
&Q8

#

混匀#血清对照管及时分离于上午
%*

!

'*

测定#抗凝管于血常

规检测完成后下午
%H

!

**

测定'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检验#以
D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结
""

果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30425̂

&

&抗凝组血糖检测结果与血

清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Dh*(&H,$

&#

见表
%

'

表
%

""

血清与
30425̂

&

抗凝血浆检测结果比较%

QQDC

$

8

&

组别
F

< D

血清对照组
E()%%) %(&'H, `

30425̂

&

抗凝组
E(&&,H %(%'E& *(&H,$

""

`

!表示无此项'

C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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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官方报道全国手足口病发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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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也是全国手足口病多发地#手足口病特别是重症手足口病

$

]YX0

&患儿血糖水平与病情监测及预后相关*

&

+

#血糖检测可

作为早期筛查
]YX0

的指标之一'临床上可将检测血糖作为

常规检查项目#以便及早发现
]YX0

#减少病死率*

'

+

'但手足

口病患者多是
E

岁以下儿童#采血较为困难'目前临床上多使

用便携式血糖仪检测手足口病患儿血糖#但作者通过对无论是

本院的便携式血糖仪检测结果的比对还是资料查询均显示便

携式血糖仪检测结果可靠性不佳*

)5$

+

'因此#快速(准确而又用

血量较少的检测方法在手足口病诊断中尤为重要'

采用血浆作为急诊临床检验标本#具有明显的优点!$

%

&可

以收到标本后立即分离#节省时间%$

&

&能够使检测物摆脱受血

液凝集所引起的浓度变化的影响 #因而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循

环血液中的浓度*

+

+

'可以通过不同的抗凝剂获得血浆标本#国

外用于临床化学检验首选肝素锂作为抗凝剂#在我国常用肝素

钠(

30425̂

&

作为抗凝剂#与国外有所不同*

,

+

'

血细胞$主要是白细胞&中的某些酶能分解血糖#如果在测

定血糖的标本中不加抑制分解的抗凝剂#放置一定时间后测定

血糖其结果会偏低#大约每小时降低
EG

*

%*

+

'本研究结果显

示#

30425̂

&

抗凝组血糖检测结果与血清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Dh*(&H,$

&'

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测定血糖可及时为临床提供可靠的诊

断依据'因此#可以在急诊检测血糖时用
30425̂

&

抗凝管#

既可用于血常规检测#又利于血清的快速分离#从而缩短报告

时间#尽快为临床诊断提供帮助'

在比较普通促凝管和
30425̂

&

抗凝管对血糖测定结果

影响时同样强调不能忽略用血清测定葡萄糖引起的误差#所以

如何做好质量控制#为临床提供一个准确(简便(快捷的结果而

又能减少患者标本采集量#减少痛苦#提高临床周转率是检验

人员永远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今后医学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

+ 邵国庆#杨占军#马红霞#等
(

抗凝剂对生化检测项目结果的影响

分析*

\

+

(

中国厂矿医学#

&**H

#

%

$

%,

&!

$*(

*

&

+ 黎念
(

手足口病毒研究进展*

\

+

(

重庆医学#

&*%%

#

)*

$

%

&!

,'5,E(

*

'

+ 高晓杰#郭芳#刘琮
(HE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血糖检测及意义

*

\

+

(

医学信息!中旬刊#

&*%%

#

&)

$

H

&!

&&,'5&&,)(

*

)

+ 丛玉隆
(-[_4

的临床应用与存在的问题*

\

+

(

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E5%'&+(

*

E

+ 唐立萍#居漪#欧元祝#等
(-[_4

血糖仪的性能分析*

\

+

(

检验医

学#

&*%*

#

&E

$

%

&!

%'5%H(

*

H

+ 张明明#郑佐娅
(-[_4

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H

#

&$

$

%%

&!

%*&%5%*&&(

*

$

+ 毕小云#张莉萍
(-[_4

血糖仪使用现状调查分析*

\

+

(

重庆医学#

&*%%

#

)*

$

'

&!

&EH5&E+(

*

+

+ 李丹#敬华#许丽艳#等
(

不同抗凝剂对定量检测肌红蛋白及肌钙

蛋白的影响*

\

+

(

总装备部医学学报#

&**H

#

%

$

%,

&!

+(

*

,

+

\?RRA?

O

\(7CDDP@?"@;!

N

!

KMDD"?@M?A;

N

M@"

#

?K;Q?!

*

\

+

(\86B

1D@?"

#

&**&

#

%%

$

&

&!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X

+

(

南京!东南

大学出版社#

&**H

!

'E,5'H%(

$收稿日期!

&*%&5*%5*+

&

!检验技术与方法!

几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的评价及临床应用

唐满玲!顾
"

敏!将最明!周
"

娟

"湖南省株洲市一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对临床常用的
)

种梅毒血清学实验室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及临床适用性评价%方法
"

分别采用
389/2

&梅毒

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4--2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4.g/4

$对
%+H

例梅毒患者

及
+*

例非梅毒患者"对照组$血清进行检测%结果
"

389/2

&

4--2

&

.-.

和
4.g/4

法检测敏感性分别为
,+(,&G

&

,$('%G

&

+%(%+G

&

+H(*&G

#特异性分别为
,+($EG

&

%**(**G

&

,&(E*G

&

,'($EG

%

389/2

法与
4--2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

.-.

法与
4.g/4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

.-.

法和
4.g/4

法分别与
389/2

法&

4--2

法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D

$

*(*E

$%结论
"

)

种方法侧重点各有所不同!应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389/2

法适用于大批量样本筛

查!

4--2

法进行确诊!

.-.

和
4.g/4

法联合应用于对疗效及预后的判断%

关键词#梅毒#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评价研究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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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梅毒发病率逐年提高#且有不断蔓延的

趋势#尤其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发病率更高*

%

+

'据报道我国

梅毒发病增长速度居
+

种法定报告性病之首*

&

+

'因此#选择敏

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的检测方法#为临床提供及时(准确的诊

断和治疗依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梅毒早期临床表现复杂#呈

多样性#易被漏(误诊'加之有些患者对病史的陈述缺乏真实

性及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故血清学检测仍是诊断梅毒的重要依

据之一*

'5)

+

'目前广泛应用于梅毒实验室筛查的试验主要有

389/2

法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4--2

&#二者均为特异

性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

.-.

&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4.g/4

&为非特异性梅毒

螺旋体血清试验'为提高梅毒的诊断率#本研究对
389/2

(

4--2

(

.-.

(

4.g/4

等
)

种不同梅毒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并予

以评价#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选择
&*%%

年
%

%

)

月来本院就诊的妇科(皮

肤科门诊及住院部术前拟输血患者
$+*)

例'经临床综合分

析诊断为梅毒
%+H

例$实验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
)&()

岁'对照组为同期就诊的非梅毒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

A(B

"

试剂
"

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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