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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运用Ｓｙｓｍｅｘ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凝仪Ｒｅｆｌｘ（常量）和 Ｍｉｃｒｏ（微量）２种标本检测模式，对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

可比性进行评价。方法　选取某日来该院门诊就诊的５３例无溶血、黄疸、脂血的血凝标本，分别运用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２种标本检

测模式进行ＰＴ、ＩＮＲ、ＡＰＴＴ、ＦＩＢ、Ｄ二聚体、Ⅷ因子的测定，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Ｓｙｓｍｅｘ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

凝仪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２种标本检测模式的ＰＴ、ＩＮＲ、ＡＰＴＴ、ＦＩＢ、Ｄ二聚体、Ⅷ因子检测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结论　

Ｓｙｓｍｅｘ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凝仪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２种标本检测模式的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较好，可互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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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血凝仪用于凝血、抗凝、纤溶系统功能的检测，为出

血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溶栓及抗凝治疗的监测与疗效观

察提供有价值的指标。全自动血凝仪可同时用多种方法和原

理进行多参数分析，并且已基本实现包括自动加样、试剂自动

搅拌、自动稀释样本、自动重复、自动感应样本和试剂液面的自

动化操作［１］。ＣＳ２０００ｉ是Ｓｙｓｍｅｘ公司继ＣＡ７０００后推出的新

一代的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故障率低，具有较好的试剂和样本

管理功能，并且涵盖包括凝固法、发色底物法、免疫比浊法和凝

集法等多种原理的检测方法，采用更为先进的光电透射原理，

这与ＣＡ系列全自动血凝仪传统的光电散射原理有所不同
［２］。

本科室于２０１０年使用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凝仪，但只使用其默

认的Ｒｅｆｌｘ检测模式进行标本检测。笔者使用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

２种标本检测模式对５３份血凝标本的ＰＴ、ＩＮＲ、ＡＰＴＴ、ＦＩＢ、

Ｄ二聚体、Ⅷ因子进行检测，探讨２种检测模式对检测结果一

致性和可比性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某日来本院门诊就诊的５３例无溶血、黄

疸、脂血的血凝标本，其在Ｒｅｆｌｘ检测模式下的检测标本结果

为ＰＴ９～１４ｓ３５例、１４～２０ｓ５例、２０～３０ｓ８例、３０～５０ｓ４

例、５０～８０ｓ１例；ＡＰＴＴ：１８～２６ｓ１３例、２６～３６ｓ３１例、３６～

４６ｓ６例、４６～５６ｓ２例、＞５６ｓ１例；ＦＩＢ：＜２．００ｇ／Ｌ１６例，

２．００～４．００ｇ／Ｌ２５例，＞４．００ｇ／Ｌ１２例；Ｄ二聚体：０～０．５５

ｍｇ／Ｌ３３例，＞０．５５ｍｇ／Ｌ２０例；Ⅷ因子：＜７０％３例，７０％～

１５０％３８例，＞１５０％１２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Ｓｙｓｍｅｘ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凝仪，所用血凝

检测项目试剂均为ＳＩＥＭＥＮＳ公司原装试剂盒。

１．３　方法　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标本（０．１０９ｍｏｌ／Ｌ３．２％

枸橼酸钠１∶９抗凝），经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浆后

利用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凝仪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和非参数检

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２种检测模式测定ＰＴ、ＩＮＲ、ＡＰＴＴ、ＦＩＢ、

Ｄ二聚体、Ⅷ因子的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２种检测模式检测结果比较

项目 Ｒｅｆｌｘ（狓±狊） Ｍｉｃｒｏ（狓±狊） 犘

ＰＴ（ｓ） １６．１±１３．３ １５．８±１３．３ ＞０．０５

ＩＮＲ １．４０±１．１３ １．３６±１．１３ ＞０．０５

ＡＰＴＴ（ｓ） ３２．８９±１４．５５ ３２．８７±１４．６７ ＞０．０５

ＦＩＢ（ｇ／Ｌ） ３．１８±１．１６ ３．２１±１．１９ ＞０．０５

Ｄ二聚体（ｍｇ／Ｌ） １．２２±１．１９ １．２１±１．１６ ＞０．０５

Ⅷ因子（％） １２３．２±３８．５０ １２３．０±３７．１２ ＞０．０５

　　为Ｒｅｆｌｘ与 Ｍｉｃｒｏ２种检测模式结果的比较。

３　讨　　论

ＳｙｓｍｅｘＣＳ２０００ｉ全自动血凝仪具有１根试剂针、１根样

本针和１个反应杯抓手，所有４个不同原理的检测均在同一反

应盘上进行；而ＣＡ系列全自动血凝仪不同原理的检测在不同

的位置上进行，例如免疫比浊法只有４个反应位，当大批量样

本待检时运行速度会大大降低。ＳｙｓｍｅｘＣＳ２０００ｉ对此进行改

进和优化，用波长互相切换的方法来进行不同原理检测的转

换，加快仪器的运行速度。

Ｒｅｆｌｘ和 Ｍｉｃｒｏ２种检测模式存在区别，Ｒｅｆｌｘ模式在吸样

后将样本放在１个预留的反应杯中，此后的每一次检测都在仪

器内单独执行，自动复查比较方便，这无形中加快仪器的运行

速度。而 Ｍｉｃｒｏ模式每进行１个测试都要从样本中吸样１次，

然后直接加到反应杯中，没有预留反应杯，这样虽然节省１个

反应杯，但是运行速度较慢，且不利于仪器本身进行自动复查。

在笔者的观察中，Ｒｅｆｌｘ比 Ｍｉｃｒｏ模式的运行速度快近２０％。

通过笔者以上的分析，２种模式检测标本结果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单项检测例如ＰＴ、Ｄ二聚体等

设置为 Ｍｉｃｒｏ模式，而将多项组合检测设置为 Ｒｅｆｌｘ模式，从

而加快反应速度，节省反应杯，降低成本消耗。

参考文献

［１］ 彭黎明，江虹．自动凝血分析进展［Ｊ］．上海医学检验杂志，２００１，

１６（１）：５７６０．

［２］ 徐方运，田萌苏，田鹏，等．ＣＡ７０００全自动血液凝固分析仪的维

护保养及常见故障的处理［Ｊ］．现代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８（４）：

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８）

·３１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３４卷第２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