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的难点，患者治疗前如果出现 ＨＢｓＡｇ浓度降低，应尽量用

ＥＣＬＩＡ法进行重复检测，以便准确诊断及治疗。

参考文献

［１］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防

治方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０，８（６）：３２４３２９．

［２］ 王蕾，刘华，章励，等．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 ＨＢｓＡｇ和 ＨＢｓＡｂ同

时阳性模式的相关研究［Ｊ］．检验医学，２００８，２３（５）：５３０５３４．

［３］ 徐兆珍，关伟，张淑静，等．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体同时存在的血

清学模式与病毒血症的关系［Ｊ］．临床输血与检验，２０１０，１２（３）：

２１６２１８．

［４］ 赵秀英，陈俊梅，辛永梅，等．不同方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

志物的差异［Ｊ］．肝脏，２００８，１０（４）：３０３３０５．

［５］ 江涛，王昌富，李军．３４９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复检结果分

析［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１０）：１２６９１２７１．

［６］ 余谨，毕昊，陆华新，等．核酸检测技术在酶联免疫吸附法漏检

ＨＩＶ和ＨＢＶ血样筛查中的应用［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

（８）：９６４９６５．

［７］ 赵秀英．血清 ＨＢｓＡｇ定量检测及探讨———从检验者角度看 ＨＢ

ｓＡｇ定量［Ｊ］．北京医学，２０１０，１２（３）：２１６２１８．

［８］ 何应中，郑国波，邹焰，等．ＥＣＬＩＡ和ＥＬＩＳＡ检测乙肝病毒血清标

志物对比探讨［Ｊ］．遵义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５）：４３９４４２．

［９］ 丁文，薛庆欢，吴文金，等．人为操作因素对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影响的探讨［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０，１４

（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２．

［１０］杨凡，单咏梅，周宏，等．不同方法学检测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结

果的评价分析［Ｊ］．检验医学，２０１０，２５（９）：７２３７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６）

·检验技术与方法·

改良加热沉淀法在临床上的应用体会

徐周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检验科，福建漳州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　评价改良加热沉淀法在本周蛋白检测中的价值。方法　收集该院门诊、住院部申请检测尿本周蛋白患者的尿

液标本５０例，将被检尿液标本用磺基水杨酸进行蛋白定性检查，取蛋白定性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标本分别采用改良热沉淀反应法

及免疫法检测尿本周蛋白与尿轻链。结果　５０例尿标本采用改良热沉淀反应法检测本周蛋白，有３例标本显示为阳性，阳性率

为６％；同时采用免疫法检测尿轻链，有１９例标本显示为阳性，阳性率为３８％。结论　改良加热沉淀法作为初筛试验对于基层医

疗机构仍为有效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本周蛋白；　轻链；　尿；　加热沉淀法；　免疫法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０９１１３５０２

　　本周蛋白是免疫球蛋白的轻链单体或二聚体，属于不完全

抗体球蛋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产生大量本周蛋白，阳性率达

３５％～６５％。本周蛋白的量反映了产生本周蛋白的单克隆细

胞数，对观察骨髓瘤病程和判断化疗效果有重要意义。本周蛋

白阳性也见于良性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巨球蛋白血症、淀

粉样变、恶性淋巴瘤、慢性肾炎、转移癌等［１］。摄入氨基水杨

酸、氯丙嗪、大剂量青霉素等药物可出现假阳性。碱性尿、严重

尿道感染等可出现假阴性。故检测尿本周蛋白有诊断意义。

免疫球蛋白轻链有含κ轻链和λ轻链２种，游离轻链又称本周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约为４００００，在ｐＨ４．９的酸性环境中加

热至４０℃～６０℃时凝固，温度上升至９０℃～１００℃时溶解，

冷却至４０℃～６０℃时又出现凝固现象，故又称为“凝溶蛋

白”［２］，由于其相对分子质量小，可自由通过肾小球滤过膜进入

原尿。当血浆中本周蛋白大量增加，滤入原尿中的本周蛋白超

出肾小管的重吸收阈值，即形成本周蛋白尿。有报道采用经典

加热法进行本周蛋白检测［３］，但由于经典加热法易受其他蛋白

质干扰，结果并不容易判断［４］；另有研究认为离心沉淀加热法

可克服前者的不足［５］；还有人在原来的基础上使用醋酸盐缓冲

液［６７］，认为这可减少假阳性和假阴性的发生，本研究综合上述

检测方法，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并将结果与免疫法进行比较，获

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本院门诊、

住院部申请检测尿本周蛋白患者的尿液标本５０例，分别采用

改良热沉淀反应法及免疫法检测尿本周蛋白与尿轻链。

１．２　主要试剂　主要试剂为２００ｇ／Ｌ磺基水杨酸及ｐＨ４．９

醋酸盐缓冲液（醋酸钠３Ｈ２Ｏ１７．５ｇ，冰醋酸４．１ｍＬ，加水至

１００ｍＬ，调ｐＨ值至４．９）。

１．３　检测方法　（１）将被检尿液标本（按常规方法留取患者的

新鲜尿液标本）用磺基水杨酸进行蛋白定性检查，若检测结果

呈阴性，则可认为该被检尿液本周蛋白阴性［３］，若检测结果呈

阳性，则再进一步后续检测。（２）取蛋白定性检测为阳性的被

检尿液，编号，各取新鲜尿液４ｍＬ于玻璃试管中，加入ｐＨ４．９

醋酸盐缓冲液１ｍＬ混匀后，置于５６℃水浴１５ｍｉｎ，如有浑浊

或出现沉淀，则离心３ｍｉｎ（离心半径８ｃｍ，１５００ｒ／ｍｉｎ），将上

清液倒入另一个玻璃试管中，收集的沉淀保留于原试管中，将

盛有上清液的试管置于１００℃水浴煮沸８ｍｉｎ，若上清液中仍

有沉淀，则再离心５ｍｉｎ（离心半径８ｃｍ，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将上清

液倒入５６℃沉淀管中，将该沉淀与上清液一起混匀，置１００℃

水浴煮沸３ｍｉｎ，若混浊变清或减弱，提示本周蛋白试验阳性。

（３）将采用改良热沉淀反应法检测所得的本周蛋白阳性的尿

液，采用免疫法［８９］进行检测。

２　结　　果

５０例尿标本采用改良热沉淀反应法检测本周蛋白，有３

例标本显示为阳性，阳性率为６％；同时采用免疫法检测尿轻

链，有１９例标本显示为阳性，阳性率为３８％。

３　讨　　论

清蛋白在煮沸温度（８０℃～９０℃）开始发生沉淀反应，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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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沉淀不溶解；而凝溶蛋白一般在温度４０℃～６０℃开始发生

沉淀反应。故在试验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温度的变化。

陆永绥等［１０］报道，取磺基水杨酸法检测为阳性的尿液

４ｍＬ于试管中，加醋酸盐缓冲液１ｍＬ，混匀，置５６℃水浴

１５ｍｉｎ，当出现浑浊或沉淀时，将试管移至沸水中煮沸３ｍｉｎ，

观察试管中浑浊或沉淀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受检尿

液在５６℃产生沉淀后移至沸水中煮沸３ｍｉｎ，离心取沉淀，再

从该沉淀中检查是否含有尿本周蛋白。笔者认为，根据本周蛋

白的特性，５６℃水浴１５ｍｉｎ，如有浑浊或沉淀出现，采用离心

的方法能有效将尿本周蛋白与其他清蛋白分离，能减少其他清

蛋白对本周蛋白检出率的影响。此外，有人建议将ｐＨ４．９醋

酸盐缓冲液加热至５６℃后，再加入试管中，笔者推荐先加入醋

酸盐缓冲液后再进行加热，可提高本周蛋白的阳性检出率。

改良加热沉淀法利用本周蛋白特殊的热沉淀性质检测尿

本周蛋白，该法作为初筛试验广泛用于临床，但其特异性和敏

感性较差，其结果也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原加热沉淀法比较，阳

性率有一定的提高，其特异性和敏感性还低于免疫法。

本试验表明，采用改良加热沉淀法检测尿本周蛋白阳性，

则免疫法检测为阳性；而免疫法检测为阳性的标本采用改良加

热沉淀法却不一定检测为阳性。由于在临床工作中，普通医疗

单位多不具备免疫法所需要的仪器，故作为初筛试验，改良加

热沉淀法对于临床工作，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仍不失为一个好

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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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染色体分散仪在中期染色体标本制备过程中的应用

谢志威，张　晶，李卫凯

（江门市中心医院检验科细胞遗传室，广东江门５２９０２３）

　　摘　要：目的　探讨染色体分散仪的工作原理及其在中期染色体标本制备过程中应用的意义。方法　采集外周静脉血制备

细胞悬液，在 Ｍａｘｃｈｒｏｍｅ染色体分散仪上分别设置几组不同的温度（２０℃～３０℃）和湿度（２０％～７０％），然后在染色体分散仪中

分散染色体，并对制备的染色体质量进行分析。结果　相对湿度和温度的升高可以增加染色体的分散程度，其中相对湿度是染色

体分散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存在一个阈值，当相对湿度和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染色体的分散程度反而降低。将 Ｍａｘ

ｃｈｒｏｍｅ染色体分散仪温度设为２５℃，湿度设为５０％时，染色分散效果好。结论　染色体分散仪在不同实验室可以采用完全相同

的参数，制备出高质量的染色体，提高染色体分析的准确性。

关键词：染色体分散仪；　染色体；　制备；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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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具有储存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作用。

人类细胞遗传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染色体，生物体细胞染色体

数目和结构是重要的遗传标志之一，因此，在染色体的分析研

究中，制备染色体标本无疑是细胞遗传学最基本而重要的技

术。优良的染色体制片方法是其他技术的先决条件。染色体

的良好扩散是基础细胞遗传学研究的根本。然而，采用传统的

染色体滴片技术，其染色体扩散效果不理想，重复性差。这在

细胞遗传学研究中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因此，提高染色体扩

散效果和重复性的滴片方法迫在眉睫，Ｓｐｕｒｂｅｃｋ等
［１］首次提

出了染色体分散动力学，对染色体分散过程做出了详细的阐

述，并为解决染色体分散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染色体制备

过程中，应用染色体分散仪进行染色体制备。染色体分散仪是

根据染色体分散动力学原理设计，通过控制载玻片表面固定液

的挥发速度对染色体分散程度进行控制，保证最佳的染色体分

散程度。每次制备过程设置相同的参数，可以保证染色体分散

度的重复性。因此，染色体分散仪的应用对于染色体制备过程

的标准化非常重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５７５份血液标本采自２０１１年本院生殖中心门诊

就诊的患者外周静脉血。

１．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主要仪器：Ｍａｘｃｈｒｏｍｅ染色体分散仪

（北京中科汇文遗传技术发展中心）；主要试剂：淋巴细胞培养

液［２］、秋水仙素、０．０７５ｍｏｌ／Ｌ氯化钾低渗溶液、甲醇、冰醋酸、

胰蛋白酶，均为美国Ｇｉｂｃｏ公司产品。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细胞悬液的制备
［３７］
　（１）无菌采集静脉血２ｍＬ并接

种于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基中，３７℃培养箱内培养６８ｈ，加入

秋水仙素（培养基中秋水仙素的最终浓度为０．４μｇ／ｍ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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