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中的工作脉冲值(试剂瓶死体积的脉冲值和报警试剂

不足时的脉冲值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主菜单-

90 1D(3!@A

O

.中输入密码#按*

/

#

?K;6C

[

#

?A6@?

+

/

*

/?AS;K?

+

/

*

.?6

N

(T;6C/?@@;!

N

"

+在屏幕显示的内

容中找到试剂容器-

_g-

.对应的
[RR"?@

值'通过实验证实#

[RR"?@

值是个补偿值#有正负之分#其是
c

电机工作的脉冲值

$储存在
33-.[X

中&到试剂瓶死体积之间的脉冲值'仪器

程序报警试剂不足时脉冲值就等于
c

电机工作的脉冲值加上

试剂容器对应的
[RR"?@

值'然后准备一个仪器配套的空塑料

试剂瓶#作者用
%**

(

8

可调移液器#往瓶内加
%**

(

8

蒸馏水#

放在试剂支架中试剂
%

的位置'按 *

/

#

?K;6C[

#

?A6@?

+

/

*

/?AS5

;K?

+

/

*

2P

I

J"@

+

/

*

X?KM6-D";@;D!

+#根据屏幕显示内容进行如

下操作!$

%

&按*

-D"(5

+键 和*

-D"(<

+键选择试剂
%

位置%$

&

&按

*

Ze43/4

+键将机械臂及试剂针移到试剂
%

位置%$

'

&按*

c

43/4

+键#试剂针下降到试剂瓶内蒸馏水液面处停止#观察屏

幕
1DL

位置显示
c

电机脉冲值%$

)

&按*

c[.:

+键让试剂针回

到
c

电机初始位置$

MDQ?

#

D";@;D!

&#重复操作-按*

c43/4

+

键(按*

c[.:

+键.

'

次#记录每次显示的脉冲值#计算平均值%

$

E

&按*

Ze[.:

+键让机械臂及试剂针回到-

Z

.(-

e

.轴初始位

置%$

H

&用计算得出的脉冲平均值加上试剂容器-

_g-

.对应

[RR"?@

值的绝对值作为新的
c

电机工作脉冲值%$

$

&按*

3!@?A

-JC"?"

+键输入该数值%$

+

&按*

Y9Z

+键保存#退出
/?AS;K?

程序

即可'其他试剂位置用同样方法设置'

B

"

结
""

果

应用上述方法后仪器再报警试剂不足时作者用可调移液

器测量相应试剂瓶内试剂剩余量约
%**

(

8

'试剂瓶的死体积

由
H**

(

8

减少至
%**

(

8

#节省了
E**

(

8

试剂'

C

"

讨
""

论

应用此方法之前仪器报警后要待全部标本做完停机时才

能更换试剂#报试剂不足的血凝项目因无检测结果还得重做#

这既浪费血凝杯又减慢了操作速度'应用此方法之后#作者观

察试剂瓶内试剂剩余量约
%**

(

8

时就倒掉#添加新试剂#避免

了仪器报警试剂不足的出现#提高了操作速度的同时还节省了

血凝杯'

虽然减少试剂用量是降低成本的最佳方法#但其有一定的

限制#不能随意减少#否则将影响测定结果'所以在合理的试

剂用量的基础上#再减少死体积的浪费#那么试剂就得到了更

充分的应用'作者应用上述节省试剂的方法进行室内质控#结

果良好#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此方法对于基层

中(小型医院尤为适用#因为基层医院要求进行血凝检验者相

对较少#而且血凝属于急诊检验项目#每天
&)M

随时都可能需

要检测'另外上述方法还减少了试剂污染(变质的机会#试剂

瓶剩余部分试剂是不能与新的试剂混合的#原因是酶类试剂容

易失效#还存在项目间试剂的交叉污染#新(旧试剂混合只会加

重污染#并可能使试剂变质*

H

+

'

参考文献#

*

%

+ 李神清
(_25E'*

全自动血凝仪特殊故障分析*

\

+

(

检验医学与临

床#

&*%%

#

+

$

H

&!

$H&(

*

&

+ 孙风超#张玉臻
(/

O

"Q?U_25E'*

血凝仪压力泵故障维修*

\

+

(

中

国医疗设备#

&**+

#

&'

$

H

&!

%&&(

*

'

+ 梁广佳#王晓忠#周小梅
(_25E'*

血凝分析仪的临床应用*

\

+

(

中

华临床医学研究杂志#

&**)

#

%*

$

+'

&!

%&,5%'*(

*

)

+ 王华峰#刘伟#唐恩波
(_25E'*

型全自动血凝仪故障检修*

\

+

(

医

疗设备信息#

&**)

#

%,

$

)

&!

+'(

*

E

+ 曹海涛
(_25E'*

型全自动血凝仪故障及排除*

\

+

(

华北国防医药#

&**H

#

%+

$

'

&!

%$+(

*

H

+ 吕英
(

减少日立
$*H*

(

$%+*

型生化仪试剂浪费的方法*

\

+

(

江西医

学检验#

&**H

#

&)

$

H

&!

E$$(

$收稿日期!

&*%&5*%5*+

&

!检验仪器与试剂评价!

T;@AD"'E*

干化学分析仪不同批号试剂对标本检测的影响

胡孝彬!向小节!刘雪佳!李
"

涵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H))***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强生
T;@AD"'E*

干化学分析仪不同批号试剂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收集混合血清&卫生部质控血清

以及强生公司提供的质控品!分别用与校准试剂盒同批号的试剂盒&同代次不同批号试剂盒和不同代次试剂盒进行检测%同批号

试剂盒作为对照组!用统计学方法对各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

同代次不同批号试剂盒检测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D

%

*(*E

$#不同代次试剂盒检测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结论
"

每次换用新代次标本应进行校准!

而同代次不同批号试剂对结果影响小!可以不进行校准直接采用手工输入方式加载试剂盒!但为保证系统溯源性每批试剂盒最好

均进行校准%

关键词#设备和供应#

"

校准#

"

干化学

!"#

!

%*(',H,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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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H$'5)%'*

"

&*%&

$

*,5%%%+5*'

""

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以及临床对检验的需求实验

室提供快速(准确的检验结果尤为重要'干化学由于有快速(

准确(无试剂预处理(无交叉污染(环保(与常规化学检测结果

有良好的相关性等优点*

%5'

+

#迅速在各级医院普及#广泛应用于

血液(尿液(脑脊液标本的急诊或常规检验*

)

+

'干化学试剂批

号(代次更换频繁#而试剂加载方式有手工批号输入方式#工作

中发现有将不同批号试剂盒强制改为定标批号的情况#不同批

号试剂对临床标本检测影响究竟有多大的文献报道少见'对

此作者选取强生
T;@AD"'E*

干化学分析仪用不同批号试剂进

行检测分析#旨在探讨
T;@AD"'E*

干化学分析仪试剂盒批号转

换问题#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对象
"

收集本院就诊患者混合血清(

&*%%

年卫生部临床

检验中心第
'

次全国常规化学室间质评用质控品
&*%%'%

(

&*%%''

(

&*%%'E

以及强生公司提供的质控品
T94.[/-?A5

RDAQ6!K?T?A;R;?A

'

$批号!

1,$)E

&和
)

$批号!

X,E''

&'

A(B

"

试剂与仪器

A(B(A

"

仪器
"

强生
T;@AD"'E*

干化学分析仪'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86BX?P

!

X6

O

&*%&

!

TDC(''

!

1D(,



A(B(B

"

试剂
"

试剂盒钾$批号!

)%*&5&H%*

(

)%*&5&,H$

&(钠$批

号!

)&*H5&E$+

(

)&*H5&H*$

(

)&*)5**%*

&(氯$批号!

)**E5%,++

(

)**E5&$%)

&(尿素氮$批号!

*%&)5%H%$

(

*%&)5&EE'

(

*%&'5*&HE

&(

肌酐$批号!

%E+&5%+)%

(

%E+&5&&*H

(

%EH*5&&$$

&(血糖$批号!

**&,5*+,,

(

**'*5%E++

(

**'*5%&%'

&(淀粉酶$批号!

H**H5'H+$

(

H**H5%E&E

(

H**,5&+&*

&等#批号中第
'

(

)

位为代次'

A(B(C

"

校准品
"

9̂4%

$批号!

*%H*

&(

9̂4&

$批号!

*&H*

&(

9̂4'

$批号!

*'H*

&由强生公司提供'

A(C

"

方法
"

对仪器进行常规保养#配置校准品#对钾(钠(氯(

尿素氮(肌酐(血糖(淀粉酶进行校准#检测混合血清(卫生部质

控品$

'

个水平&及强生公司提供的质控品$

&

个水平&钾(钠(

氯(尿素氮(肌酐(血糖(淀粉酶等
$

个项目
E*

次$同批号组&%

采用手工加载试剂盒方式加载同代次不同批号试剂盒#卸载原

试剂盒#每组检测
E*

次$同代次组&%采用手工加载试剂盒方式

加载不同代次试剂盒#卸载原试剂盒#每组检测
E*

次$不同代

次组&'

A(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B

"

结
""

果

各组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

%

'

'

表
%

""

各组混合血清测定结果%

Fi<

&

组别 钾$

QQDC

"

8

& 钠$

QQDC

"

8

& 氯$

QQDC

"

8

& 尿素氮$

QQDC

"

8

&肌酐$

(

QDC

"

8

& 血糖$

QQDC

"

8

& 淀粉酶$

g

"

8

&

同批号组
)('$i*(*E %)%i&(E% %**(Ei%(E, E(',i*(%* $&i&(*+ E())i*(*+ $'i%(,+

同代次组
)(',i*(*H %)*i&(H% ,,(,i%(HE E()'i*(%& $'i&(&+

!

E()$i*(%% $)i&(&E

!

不同代次组
` %)Ei&($&

!!

` E(*%i*(&)

!!

+*i&(E+

!!

H('&i*(&)

!!

H,i%(,&

!!

""

!

!

D

$

*(*E

#

!!

!

D

$

*(*%

#与同批号组比较%

`

!表示未找到该批号纸片'

表
&

""

各组卫生部室间质评测定结果%

Fi<

&

检测项目
&*%%'%

同批号组 同代次组 不同代次组

&*%%''

同批号组 同代次组 不同代次组

&*%%'E

同批号组 同代次组 不同代次组

钾$

QQDC

"

8

&

H(&'i*(*) H(&%i*(*$ ` E(&&i*(*E E(&*i*(*E ` )(&'i*(*) )(&&i*(*E `

钠$

QQDC

"

8

&

%&'(**i&()% %&&(**i&(H& %&)(**i&($E %'+(**i&(+% %'$(**i&(,% %)E(**i'(%*

!!

%EH(**i'(%* %E$(**i'(%+ %H)(**i'(+*

!!

氯$

QQDC

"

8

&

+&(%*i%($% +%()*i%(+& ` ,&(**i&(E* ,%(%*i&()% ` %*)(%*i'(** %*E(&*i&(+& `

尿素氮$

QQDC

"

8

&

$($&i*(%) $(HHi*(%H $(%'i*(%)

!!

%%(&'i*(&H %%(%%i*(&+

!

%*(E)i*(&H

!!

%E(%*i*('+ %E(**i*('+ %)(,%i*()&

!

肌酐$

(

QDC

"

8

&

&&H(**i'($* &&'(**i'(&%

!

&E%(**i)(%%

!!

'E&(**iE(%' 'E%(**iE(&* '++(**i)($*

!!

E*H(**iH(%* E*)(**iE(+, )HH(**iE()+

!!

血糖$

QQDC

"

8

&

%'(**i*(&) %'(%%i*('% %)(),i*(&$

!!

,(,'i*(%* ,(,+i*(%E %*()+i*(%)

!!

H(,*i*(*+ $(**i*(%*

!!

+(%&i*(%H

!!

淀粉酶$

g

"

8

&

&,&(**i)(H) &,*(**iE('' &+%(**iE(&&

!!

&**(**i'(H* %,,(**i'(+% %$E(**i'(,)

!!

,+(**i&()& ,$(**i&(EH +$(**i'(%%

!!

""

!

!

D

$

*(*E

#

!!

!

D

$

*(*%

#与同批号组比较%

`

!表示未找到该批号纸片'

表
'

""

各组强生公司提供的质控品测定结果%

Fi<

&

检测项目
1,$)E

同批号组 同代次组 不同代次组

X,E''

同批号组 同代次组 不同代次组

钾$

QQDC

"

8

&

'(%'i*(*E '(%Ei*(*$ ` E()*i*(*, E()%i*(*, `

钠$

QQDC

"

8

&

%%$(H*i%(+E %%H(+*i&(%E %&*(+*i%($,

!!

%)%(**i&(HE %',(,*i&(+) %)&('*i'(E*

!!

氯$

QQDC

"

8

&

+%($*i%(+) +%(**i%(,E ` %*+()*i'(%* %*,(H*i'()* `

尿素氮$

QQDC

"

8

&

$('Ei*(%* $('%i*(%& H(++i*(%E

!!

%+(%Hi*()* %+('%i*('+ %$('*i*(E&

!!

肌酐$

(

QDC

"

8

&

+&(**i&(** +%(E*i&('& +)(%*i'(%%

!!

E%$(**i+(H% E&*(&*i,(%&* )+E(**i%&(%**

!!

血糖$

QQDC

"

8

&

)(+)i*(*$ )(+%i*(*+

E(*'i*(*+

!!

%E(&*i*(&% %E(%%i*(&)

%H(%*i*(&+

!!

淀粉酶$

g

"

8

&

+&(&*i%(+* +%(H*i%(HE $,(&*i&(%*

!!

)$E(**i%)(** )$*(**i%)($* )'E(**i%E(E*

!!

""

!!

!

D

$

*(*%

#与同批号组比较%

`

!表示未找到该批号纸片'

C

"

讨
""

论

强生生化分析仪主要应用反射光度法$遵循
>;CC;6Q"

_C6

##

?A

定律&和直接离子选择电极法进行样本检测*

E

+

#其试剂

盒使用的强生多层涂膜干片技术具有优异的抗干扰能力'由

于强生产品的特殊性#无法用其他公司产品替代'仪器(试剂

干片(校准品和操作程序构成一个完善的检测系统#具有很好

的朔源性#由于校准品针对不同批号的干片给出不同的校准值

$为用户提供校准值信息的主要是信息磁盘&#因而不同批号(

代次试剂盒检测标本存在差异'

本文通过使用不同试剂盒对常用急诊项目钾(钠(氯(尿素

氮(肌酐(血糖(淀粉酶用强生
T;@AD"'E*

干化学分析仪进行分

析'发现同代次试剂盒检测结果与同批号试剂检测结果无显

著差异#而不同代次试剂盒检测结果与同批号试剂检测结果有

显著差异#表明不同代次试剂盒必须经过校准才能应用于标本

检测#不能简单使用仪器提供的手工批号输入强制将不同代次

试剂盒转换为校准批号'由于干化学校准相对水生化繁杂#试

剂盒更新换代快#一次校准可以稳定
H

个月#因此#购进纸片数

量应充足'虽有报道干片批号改变可应急处理*

H

+

#但为了结果

准确(可靠(稳定仍应及时进行校准'

参考文献#

*

%

+ 林有东#蔡鹏威
(T;@AD"&E*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的评价*

\

+

(

福建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86BX?P

!

X6

O

&*%&

!

TDC(''

!

1D(,



医药杂志#

&**H

#

&+

$

H

&!

%%H5%%$(

*

&

+ 张兰萍#田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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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生化分析仪与常规生化检测结果

的可比性分析*

\

+

(

中国实验诊断学杂志#

&**$

#

%%

$

H

&!

+*E5+*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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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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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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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医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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