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吸管，载玻片。

１．３　方法　将试纸条浸入充分混匀的尿液中２ｓ，置尿干化学

分析仪上测定结果，然后将１０ｍＬ尿液，放在全自动尿沉渣仪

进样架上，进行检测。对干化学及尿沉渣分析仪中白细胞、红

细胞、蛋白任一项阳性的标本进行人工显微镜镜检。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统计学处理。

２　结　　果

　　干化学法检测阴性４８４例，红细胞阳性２４２例，白细胞阳

性１３４例；ＵＳ２０２０Ａ全自动尿沉渣仪检测阴性４８０例，红细胞

阳性２１０例，白细胞阳性１４２例；人工镜检法检测红细胞阳性

２１８例，白细胞阳性１５３例。干化学法检测红细胞阳性率为

９０．１％，ＵＳ２０２０Ａ 全自动尿沉渣仪检测红细胞阳性率为

９６．３％；干化学法检测白细胞阳性率为８７．６％，ＵＳ２０２０Ａ全

自动尿沉渣仪检测白细胞阳性率为９２．８％。ＵＳ２０２０Ａ全自

动尿沉渣仪的阳性检出率较高，且其效率明显高于人工镜检，

所以将干化学法和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联合检测尿常规，结果

准确率高，工作效率也高，适合临床检验的发展需要。

３　讨　　论

尿干化学分析法检测尿液中的白细胞的原理是利用中性

粒细细胞质内的酯酶以及水解试带膜块中含色原的酯类释放

出的色原与重氮盐反应形成呈色的缩合物，其颜色深浅与细胞

的多少成比例。所以该项目应为尿中的中性粒细胞检测。由

于它不与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起反应，故某些以淋巴细胞、单核

细胞感染为主的疾病会出现尿检与临床不符的现象［１２］。用这

种方法检测尿中白细胞不仅速度快，而且重复性好，适用于筛

查，但影响因素较多，如高比重尿，大量维生素Ｃ尿，高尿糖尿

均可造成结果的假阴性。干化学分析法检测尿液中的红细胞

的原理是利用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素有类似过

氧化物酶样活性，可使过氧化氢茴香素或过氧化氢烯枯分解氧

化四甲基联苯胺等有关色原，使之呈色［３４］。如肌红蛋白、菌

尿，特别是在泌尿系统感染中，大多数革兰阴性菌和某些革兰

阳性菌可释放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物质和酶在

干化学测定红细胞时都能使试剂中的过氧化氢分解出游离氧，

使色原呈色而出现假阳性。其次，尿液由于其新鲜程度以及某

些肾病患者的尿中红细胞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破裂，血红蛋白逸

出造成干化学法阳性，尿试纸浸取尿液时间过长均也导致假阳

性。严格地讲，该项目为尿中的隐血检测，所以用尿干化学分

析仪检查尿中红细胞会有假阳性。

ＵＳ２０２０Ａ采用显微镜镜检技术、粒子智能感知识别技

术，先用低倍镜扫描，坐标定位，自动筛选阴性标本；再用高倍

镜跟踪目标，放大分析低倍镜定位目标，能有效提高阳性检出

率［５６］。尿干化学分析时，尿液中白细胞、红细胞均易出现假阴

性或假阳性结果，为得到准确结果就需要显微镜镜检来辅助。

而传统的人工显微镜镜检由于费时、费力，已经很难满足临床

的需要。本研究采用的是尿干化学分析仪和 ＵＳ２０２０Ａ联合

检测尿常规，结果显示干化学法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的阳性率

分别为９０．１％、８７．６％，ＵＳ２０２０Ａ全自动尿沉渣仪检测红细

胞、白细胞的阳性率分别为９６．３％、９２．８％。ＵＳ２０２０Ａ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仪不仅提高了尿沉渣检验的精确度，也提高了工

作效率。但当尿液中有大量的白细胞、红细胞、结晶、黏液等干

扰时，对结果影响较大，必须经过人工显微镜加以辅助，才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工作中，实验室采用干化学分析仪和尿沉

渣分析仪结合，对标本进行检验。偶尔遇到浑浊尿或尿液中有

大量白细胞、红细胞、结晶或黏液时，再用人工显微镜镜检加以

辅助，这样既保证了工作效率，又确保了检验质量，得到临床医

生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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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评价·

生化试剂污染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分析

余书武１，王　霞
２

（１．鄂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湖北鄂州４３０２２３；２．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

人民医院检验科，新疆阿勒泰８３６２００）

　　摘　要：目的　研究生化试剂交叉污染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分别选取２种不同的生化试剂（ＡＬＴ

试剂和ＴＧ试剂）作为研究对象，在检测ＤＢＩＬ试剂后直接检测 ＡＬＴ试剂；在分别检测 ＨＤＬＣ试剂和ＬＤＬＣ试剂后直接检测

ＴＧ试剂，并观察ＤＢＩＬ试剂对ＡＬＴ试剂检测结果的影响，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试剂对ＴＧ试剂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ＤＢＩＬ

试剂对ＡＬＴ试剂检测结果存在显著性的负干扰；而 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试剂则对ＴＧ试剂检测结果存在显著性的正干扰。结

论　在应用全自动化分析仪进行检测时，要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生化试剂出现交叉污染现象，同时加强试剂针日常清洗维护，合理

安排检测项目，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生化试剂；　生化分析；　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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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具有工作效率高、检测重复性好、准确 度高等优点，在生化检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其存在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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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准确性

造成严重影响。本文分别选取两种不同的生化试剂作为研究

对象，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试剂和三酰甘油（ＴＧ）试剂，

观察试剂交叉污染对其检测结果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在本院健康体检血液标本中任意选取１０份，

将其作为混合血清，并以 ＡＬＴ试剂和ＴＧ试剂作为本次研究

对象，将ＤＢＩＬ试剂作为ＡＬＴ试剂检测干扰因素进行分析，将

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试剂作为 ＴＧ试剂检测干扰因素进行

分析。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日立７０８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ＡＬＴ试

剂、ＴＧ试剂、ＤＢＩＬ试剂、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试剂。

１．３　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４种不同方式进行测定：方式１，

ＡＬＴ试剂和 ＴＧ 试剂进行单独检测。方式２，ＤＢＩＬ试剂、

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试剂等项目检测后，对 ＡＬＴ试剂、ＴＧ试

剂进行测定。方式３，ＤＢＩＬ试剂、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试剂等

项目检测后，用２００μＬ水对试剂针进行清洗，并对ＡＬＴ试剂、

ＴＧ试剂进行测定。方式４，ＤＢＩＬ试剂、ＨＤＬＣ试剂、ＬＤＬＣ

试剂等项目分别检测后，添加２项无干扰项目，然后再对ＡＬＴ

试剂、ＴＧ试剂进行检测
［１］。每种方式测定结果以３次测定均

值为准，以缩小分析仪检测误差，同时观察ＤＢＩＬ试剂、ＨＤＬＣ

试剂、ＬＤＬＣ试剂等干扰试剂项目对２种生化试剂检测结果

的影响。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处理，组间

对比采用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方式１～４单独检测 ＡＬＴ 的结果分别为：４７、３１、４４、

４７Ｕ／Ｌ。ＡＬＴ单独检测结果与ＤＢＩＬ检测后再检测 ＡＬＴ结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ＤＢＩＬ试剂项目对

ＡＬＴ试剂项目检测结果有一定的负干扰。ＡＬＴ单独检测结

果与增加２项无干扰项目后在检测 ＡＬＴ结果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方式１～４检测 ＨＤＬＣ后再检测 ＴＧ

的结果分别为：１．１０、１．６８、１．３５、１．１０ｍｍｏｌ／Ｌ，与ＴＧ单独检

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其对 ＴＧ检

结果造成一定正干扰。ＴＧ单独检测结果与增加２项无干扰

项目后在检测ＴＧ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方式１～４检测ＬＤＬＣ后再检测ＴＧ的结果分别为：０．８５、３７．

２３、３．１５、０．８５ｍｍｏｌ／Ｌ，与ＴＧ单独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其对ＴＧ检结果造成一定正干扰。ＴＧ

单独检测结果与增加２项无干扰项目后在检测ＴＧ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ＤＢＩＬ试剂、ＨＤＬＣ试剂、

ＬＤＬＣ试剂等项目检测后，用２００μＬ水对试剂针进行清洗，

然后再对对ＡＬＴ试剂、ＴＧ试剂进行测定，虽然干扰程度有所

降低，但是其检测结果与单独检测结果仍存在一定差异。

３　讨　　论

在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生化检测时存在的生化试

剂交叉污染现象，主要是因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均是依据设置

命令进行检测，当试剂针清洗不干净时，若继续对下个试剂项

目进行检测，将会导致试剂交叉污染问题的产生［１３］。可以通

过检测试剂项目间存在的干扰情况，来判断生化试剂是否存在

交叉污染情况，并为生化试剂污染预防和控制提供重要依据。

本研究发现，ＤＢＩＬ试剂项目对 ＡＬＴ试剂项目检测结果

存在显著性的负干扰，主要是因为ＤＢＩＬ试剂项目内含有酒石

酸缓冲液，对ＡＬＴ试剂项目活性造成一定影响，对其检测结

果存在直接负干扰［４］。ＨＤＬＣ试剂项目、ＬＤＬＣ试剂项目对

ＴＧ试剂项目检测结果存在显著性的正干扰，主要是因为

ＨＤＬＣ试剂项目、ＬＤＬＣ试剂项目含有一定量的胆固醇氧化

酶、胆固醇酯酶，能够与标本内胆固醇产生反应，并生成

Ｈ２Ｏ２，而ＴＧ经过氧化酶法后会产生Ｔｒｉｎｄｅｒ反应，所以其检

测的是两者综合反应结果，检测结果相对较高。虽然 ＨＤＬＣ

试剂项目、ＬＤＬＣ试剂项目含有一定量的胆固醇氧化酶、胆固

醇酯酶，但是由于ＬＤＬＣ试剂项目主要存在 Ｒ１试剂项目内，

而 ＨＤＬＣ试剂项目主要存在 Ｒ２试剂项目内，当采用含有

ＨＤＬＣ成分的Ｒ２试剂项目对 ＴＧ标本进行检测时，其反应并

不明显，而采用含有ＬＤＬＣ成分的Ｒ１试剂项目对ＴＧ标本进

行检测时，其反应较为显著，最大值可达到３８．２２ｍｍｏｌ／Ｌ。所

以，怀疑ＴＧ试剂内含有一定量Ｔｒｉｎｄｅｒ反应成分
［５］。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随机检测组合条件下，可以通过增加

试剂针清洗次数，选择优秀奥的清洗液或者试剂针，可以避免

试剂交叉污染现象的产生［６］。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单纯增加

试剂针清洗次数，很难将试剂内残留物质彻底清洗干净，同时

对分析仪检测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因此，这种解决方法在实际

检测中是不可取的。为了解决生化试剂存在的交叉污染问题，

保证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在进行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时，通过合理设置试剂项目检测顺序，将存

在交叉污染的实际项目错开，并任意插入两项无干扰项目。研

究结果显示，ＡＬＴ单独检测结果与增加两项无干扰项目后在

检测ＡＬＴ结果无差异。ＴＧ单独检测结果与增加两项无干扰

项目后在检测ＴＧ结果无差异。证明，通过合理安排试剂项目

检测顺序，能够有效避免了生化试剂污染现象的产生，保证了

试剂项目检测结果的准确性［７］。

总之，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过程中，必须熟练掌握对

分析仪检测原理、流程，并对试剂项目检测排序进行合理设定，

并做好交叉污染防控措施，以避免生化试剂交叉污染现象的产

生，以确保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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