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数的变异度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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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以及
]K@

等项目为小#其动

态偏倚相对比较稳定#在血液细胞分析仪经统一校准和比对后

的检测结果进行互认是可行的'而
-84

和
>7_

#由于其偏倚

的允许范围$

%EG

%

&EG

&设置过大#且室间质评的实际偏倚也

证实其稳定性欠佳'因此#建议对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参数的

互认暂时不予考虑
>7_

(

-84

以及
]K@

测定结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校准品采用新鲜全血制备#其定值后

的结果稳定性随校准时间推移而降低'因此#各参控实验室在

收到校准品后对仪器的及时校准尤其重要'作者采用
3UK?C

操作平台创建的血液细胞分析仪新鲜全血细胞比对校准质控

系统*

&

+

#可有效提高校准品检测结果的统计运算速度#简化仪

器校准过程#缩短仪器校准时间'同时#利用
=J?A

O

在
3UK?C

平台建立与
89/

数据链接#实现了与校准品检测数据的实时动

态刷新#确保了校准数据的安全和准确#有效提高了新鲜全血

校准品比对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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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稀释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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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仪测定
4:

超线性标本的影响

沈学耕

"云南省干部疗养院!昆明
HE*'*$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用不同稀释液稀释三酰甘油"

4:

$超线性标本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分别用
$G

胎牛血清清蛋白

"

7/2

$&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生理盐水等
'

种稀释液测定
4:

超线性标本%对比分析
'

种稀释液的平均偏差%结果
"

'

种稀

释液中用
$G7/2

和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测定
4:

超线性标本检测结果偏差很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而用生理盐

水作为稀释液测定结果偏差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结论
"

测定
4:

超线性标本不能用生理盐水作为稀释液%可用

$G7/2

和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作为稀释液%健康者血清稀释法能有效克服基质效应!而获得准确&可靠的结果!具有简便&快

速&准确&经济适用的优点%

关键词#设备和供应#

"

甘油三酯类#

"

超线性标本#

"

稀释液#

"

基质效应

!"#

!

%*(',H,

"

I

(;""!(%H$'5)%'*(&*%&(*,(*)%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H$'5)%'*

"

&*%&

$

*,5%%%'5*&

""

T;@AD"'E*

干化学分析仪是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新一代全

自动临床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快速(准确'由于采用的是干

化学分析#整个分析过程都在无水状态中进行#但无论是干化

学分析或湿化学分析均有基质效应的问题*

%

+

'对于超线性标

本要进行稀释后重测#使用不同稀释液就有基质效应的问题'

T;@AD"'E*

干化学分析仪测定血清三酰甘油$

4:

&因测定的线

性范围较窄$

*(&&

%

H()*QQDC

"

8

&#常碰到超线性标本#需将

标本稀释后重测#稀释液选择不当就会产生基质偏差而影响测

定结果准确性'减少基质效应的方法就是使其作用更像新鲜

人血清*

&

+

'

$G

胎牛血清清蛋白$

7/2

&是最接近人血清基质的

物质*

'

+

'临床上都作为稀释液稀释超线性标本#但其价格昂

贵#如果均采用
$G7/2

作为稀释液检测成本大为增加'本科

分别用
'

种稀释液对检测结果进行探讨#结果显示用自制的健

康者低
4:

$

4:

$

*('EQQDC

"

8

&混合血清作为稀释液#避免了

稀释液基质效应对测定结果的影响#结果较为满意#具有简便(

快速(准确(经济(适用的优点#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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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仪(

4:

干片$批号!

*$)%5&*,$

&(

&*

份患者
4:

超线性标本等'

A(B

"

方法
"

用
$G7/2

(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生理盐水作

为稀释液#按
%b%

比例分别稀释
&*

份患者
4:

超线性标本'

用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生理盐水作为对照分别检测用
'

种

稀释液稀释的血清标本
4:

值#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组间平均偏

差分析'

A(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

检验

及相关性分析'

B

"

结
""

果

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与
$G7/2

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偏

差较小$

*(*'E*i*(&E%,QQDC

"

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H&%)

#

D

%

*(*E

&#而生理盐水与
$G7/2

(健康者低
4:

混合

血清检测结果比较#偏差较大#分别为$

*(E)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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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

QQ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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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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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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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4:

是一项重要的血脂常规测定指标#也是作为降脂

治疗的疗效观察指标'特别是随着对其致动脉粥样硬化$

2/

&

作用研究的深入#

4:

作为冠心病的一项独立的危险因素日益

受到重视*

)5$

+

'但目前血清
4:

测定及其临床应用尚存在很多

问题如生物学变异(游离甘油对测定的影响(测定的标准化系

统不完善#以及一些方法测定的线性范围较窄#定标液(质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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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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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超线性标本稀释液产生基质效应的影响等*

+

+

'因此#

4:

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受诸多因素影响#在日常检测过程中均应加

以注意'由于
T;@AD"'E*

干化学分析仪测定
4:

的线性范围较

窄#为使超线性标本测定结果准确(可靠#必须正确选用稀释

液#排除基质效应的影响#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测定结果#基

质效应是指样本中除分析物以外所有其他成分所介导的分析

误差#影响分析物定量测定的准确性*

,

+

'产生基质效应的原因

与以下
)

个主要因素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仪器的设计(试剂

的组成成分(测试方法的原理(质控材料的组成及处理技术

等*

%*

+

'稀释液的选择就是属于处理技术的环节'基质效应对

检验人员来说已不是个生疏的名词#在湿化学测定中会经常碰

到而加以注意#而在干化学分析中往往重视不够'但只要是化

学分析均离不开反应基质'

本研究自制的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本身含有
4:

成分#

但因含量较低#半稀释后对测定结果影响不大#无需在测定结

果中扣除'同时#作者也用该血清稀释高
4:

质控血清和
&*

份血清同步进行质控'质控在控'结果可靠'

本研究结果显示#测定血清
4:

超线性标本不能用生理盐

水作为稀释液#产生的基质偏差较大$

D

$

*(*%

&'而用
$G

7/2

或自制的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作为稀释液#产生的基质

偏差较小$

D

%

*(*E

&'因此#在日常测定
4:

超线性标本时可

收集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作为稀释液稀释标本#以最大限度

地排除基质效应的影响#保证测定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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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但如尿中含有对热不稳定酶(肌红蛋白或能释放过氧

化物的细菌等原因干化学法测定尿隐血就会出现假阳性#本研

究通过加做胶体金单克隆抗体隐血法#确认
%*

例为假阳性#因

此#当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不相符时有必要加做此法#以免给医

生错误指引'从表
%

(

&

中可看出尿沉渣镜检有
)

例阳性#尿沉

渣分析仪有
$

例阳性#而干化学均未检测出#表明尿沉渣镜检

法和尿沉渣分析仪敏感度均高于干化学法#且尿沉渣分析仪敏

感度略高于尿沉渣镜检法'尿沉渣镜检法与尿沉渣分析仪的

区别主要体现在尿沉渣分析仪假阳性上#作者发现
&*

例尿沉

渣分析仪为阳性的标本而尿沉渣镜检并未见红细胞#而是有结

晶(细菌(真菌(脂肪滴等影响红细胞检测的颗粒成分#与相关

类似研究发现引起假阳性的原因一致*

'5E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例干化学法阳性标本中尿沉渣分析仪为阴性#通过对这
%)

例标本的
)

种方法验证发现#有
'

例尿沉渣镜检法阳性而尿沉

渣分析仪为阴性#尿沉渣镜检见有影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因

其产生的荧光强度弱#位于低荧光区#所以仪器不易检出'对

于
E,

例尿沉渣镜检法和尿沉渣分析仪均为阳性的标本应用相

差显微镜对血尿来源进行判断#且与尿沉渣分析仪进行比对#

发现尿沉渣镜检法判断血尿来源与尿沉渣分析仪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D

%

*(*E

&'而有研究表明尿沉渣分析仪对判断

肾小球来源血尿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临床符合率*

H

+

%而以仪器

红细胞提示信息为均一性以排除肾小球血尿的特异性较相差

尿沉渣镜检法略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需值得

一提的是目前大多使用的
/

O

"Q?U

系列的尿沉渣分析仪为流

式细胞术法#其判断肾性与非肾性血尿标准在某些专业杂志和

书籍有差错#高宪成*

$

+对于判断标准给予了较正确(全面的论

述'

综上所述#目前还没有一种尿红细胞检测方法是完美无缺

的#各方法由于原理以及影响因素不同检测结果均存在一定的

差异#尿沉渣分析仪自动化#以其简便(快速的优点而被广泛应

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快速筛选了尿液标本#避免了尿样积

压变质'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临床需求选择其中两种或以上

的方法对尿液进行检测#对于阳性标本均应进行尿沉渣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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