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临床意义，可以作为早期诊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指标，

对指导临床早期预防及治疗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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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日立７６００１１０生化分析仪Ｄ模块镁试剂交叉污染原因及对策

赵全能，李炙莲

（南充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四川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目的　探讨日立７６００１１０Ｄ模块中镁试剂交叉污染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方法　按照日立７６００仪器说明书提

供的项目通道组合，对可能存在污染的血清镁项目按照试剂交叉污染确认试验进行项目测定，并验证调整项目顺序后的试剂交叉

污染是否存在。结果　各试剂与镁的项目组合镁相对偏差分别为葡萄糖为１５７％；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为１０２％；胆碱酯酶和直接

胆红素均为１００％。结论　葡萄糖试剂对镁测定造成交叉污染，调整试剂顺序后交叉污染消失，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日立７６００１１０生化分析仪；　Ｄ模块；　镁；　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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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生化仪具有快速、高效、准确、重复性好及多项目、

多样本处理能力的优点，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检验科日常工作

之中［１］。日立７６００系列的Ｄ模块采用了试剂单独加样管道，

号称能将生化分析中试剂交叉污染降到最低甚至消除。而本

科室日立７６００１１０Ｄ模块就发生了１例因试剂厂家更换而出

现的试剂交叉污染。２０１３年７月Ｄ模块中的镁（Ｍｇ）试剂因

生产厂家更换（由日本积水换为北京豪迈），出现测定结果重复

性差，患者结果偶发性的升高，而在同样更换了生产厂家的另

２台日立７６００系列的Ｐ模块上复查，结果正常。在Ｄ模块上

的其余１５项检测项目均未出现异常，认真检查Ｄ模块的试剂

喷嘴和搅拌棒，清洁了Ｄ模块上的试剂切换阀，按规定进行了

保养维护，问题仍存在，因此排除仪器本身原因，考虑Ｄ模块

试剂交叉污染，为此作者进行了Ｄ模块中镁试剂的交叉污染

验证试验，现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　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６００１１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１．２　交叉污染验证试验依据　翻阅日立７６００仪器使用说明

书，发现Ｄ模块是以４个项目为一组的随机取样方式，见表１。

对于有可能交叉污染的分析项目，在设定通道时不要像表１中

所示的纵向排列（例如在１、５、９、１３通道，不要设定可能交叉污

染的项目）。本科室Ｄ模块试剂通道设定分别如下：（１）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２）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３）总胆红素；（４）

直接胆红素；（５）总蛋白；（６）清蛋白；（７）ｒ谷氨酰转移酶；（８）

胆碱酯酶；（９）尿素氮；（１０）肌酐；（１１）尿酸；（１２）葡萄糖；（１３）

三酰甘油；（１４）总胆固醇；（１５）５核苷酸；（１６）镁。经分析，可

能与镁发生交叉污染的试剂可能为葡萄糖（Ｇｌｕ）、胆碱酯酶

（ＣＨＥ）和直接胆红素（ＤＢｉｌ）。

表１　　试剂吸量器与项目通道的关系

组号
项目通道

１ ２ ３ ４

１ ５ ６ ７ ８

２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３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３　试剂　葡萄糖（ＨＫ法）、直接胆红素（重氮法）试剂为宁

波瑞源生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紫外连续监测法）、胆碱酯酶

（甲基噻酚甲酰硫代胆碱法）试剂为日本和光生产；镁（二甲苯

胺蓝法）试剂为北京豪迈生产。

１．４　验证方法　Ａ、Ｂ代表２个检测项目（本试验中Ａ为镁，Ｂ

为其他项目），以Ｂ、Ａ、Ａ、Ａ顺序进行测定，测定结果为Ｂ、Ａ１、

Ａ２、Ａ３，若（Ａ１／Ａ３×１００％）＜９５％或大于１０５％，则强烈支持

Ｂ对Ａ有交叉污染
［２］。

２　结　　果

由Ｇｌｕ、ＣＨＥ、ＤＢｉｌ、ＡＬＴ分别与 Ｍｇ组合，测定结果见表

２。Ｇｌｕ与 Ｍｇ组合，Ｍｇ相对偏差高达１５７％，而ＣＨＥ、ＤＢｉｌ

与Ｍｇ组合，Ｍｇ相对偏差为１００％，ＡＬＴ与Ｍｇ组合，Ｍｇ相对

偏差为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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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试剂与镁试剂交叉污染确认结果（ｍｍｏｌ／Ｌ）

项目 Ｍｇ１ Ｍｇ２ Ｍｇ３ 偏差（Ｍｇ１／Ｍｇ３）％

Ｇｌｕ １．７０ １．２３ １．０８ １５７

ＣＨＥ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０

ＤＢｉｌ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０

ＡＬＴ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２

３　讨　　论

检验工作以准确、及时为准则，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检验

科日常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然而在试验过程中可能有许多

问题不被发现或被一种倾向所掩盖，交叉污染就是生化检验中

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导致误差、误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３５］。

日立７６００１１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为电解质模块、Ｄ模块和Ｐ

模块。其Ｄ模块检测原理与Ｐ模块一样，均是采用吸收光谱

分析法，但是工作方式却与Ｐ模块大不相同。Ｐ模块只有一根

样本加样针而Ｄ模块却有４根样本加样针分别由４个吸量器

控制。Ｐ模块的试剂加样针只有２根，分别探针式吸取Ｒ１、Ｒ２

试剂，Ｄ模块中１６种试剂通道都有专门的管路及试剂喷嘴，由

于每个检测通道都设置了Ｒ１和Ｒ２两个试剂管路，所以Ｄ模

块总共有３２个试剂喷嘴，比较起来，Ｄ模块似乎不应存在试剂

间的交叉污染。然而Ｄ模块的试剂吸量器却只有４只，Ｒ１、Ｒ２

试剂各用２只，其１号分管通道均有２组，分别为１、５、９、１３和

２、６、１０、１０；２号分管通道也有２组，分别为３、７、１１、１５和４、８、

１２、１６。试剂交叉污染的来源就是４种试剂通道共用的复杂的

试剂切换阀。

要消除试剂的交叉污染，常用的方法有２种：（１）可以在仪

器的程序中设置特殊清洗程序，因为Ｄ模块特殊的加样原理，

没有特殊清洗程序，所以该方法排除。（２）可以合理安排检测

项目的顺序，在有交叉污染的检测项目中间插入一个或者２个

非污染项目［６８］。因为 Ｍｇ为单试剂，二甲苯胺蓝反应颜色变

化由蓝色试剂生成红色络合物，因此，在确认Ｇｌｕ对 Ｍｇ有污

染后，笔者用小试管分别取 Ｍｇ试剂及少许Ｇｌｕ试剂Ｒ１，轻轻

振荡，混合物颜色由蓝色转为红色，进一步确认了Ｇｌｕ试剂能

和 Ｍｇ发生反应引起红色络合物生成的增加。为消除试剂交

叉污染，我们将ＡＬＴ试剂与Ｇｌｕ试剂交换位置，在交换之前，

仍先用小试管混合少量ＡＬＴ的Ｒ１试剂与Ｍｇ试剂，无颜色变

化再修改参数，此举可减少参数修改后交叉污染仍存在的麻

烦，并用试剂交叉污染的确认试验来验证 ＡＬＴ是否对 Ｍｇ有

污染，结果显示，ＡＬＴ与Ｍｇ试剂组合，Ｍｇ相对偏差为１０２％，

交叉污染消除。

日常在生化检验工作中，交叉污染导致检测结果异常所占

比例远大于仪器故障。因患者检测项目组合的不同，导致受污

染项目测定结果为偶发性的增高或是降低，不易发现，容易导

致对病情的误诊。因此，生化检验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仪器，检

验人员要完全熟悉仪器的工作原理，对检测结果审核时要有高

度的警觉性，一旦发现异常要仔细检查直到找到原因，不能抱

有侥幸心态，才能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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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住院患儿血清巨细胞病毒核酸与ＩｇＭ抗体检测比较研究

朱建康１，李耀军２△

（１．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前诊断室，陕西咸阳７１２０００；

２．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　比较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人巨细胞病毒核酸（ＨＣＭＶＤＮＡ）与酶联免疫法检测人巨细胞病毒ＩｇＭ 抗体

（ＨＣＭＶＩｇＭ）在住院患儿巨细胞病感染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采用２种不同方法对２１７例住院患儿血清标本进行同步检测，然

后进行结果分析。结果　住院患儿 ＨＣＭ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２２．１％（４８／２１７），ＨＣＭＶＩｇＭ阳性率为２７．２％（５９／２１７），２种方法检

测总符合率为８７．６％。结论　ＨＣＭＶＤＮＡ和 ＨＣＭＶＩｇＭ检测对于住院患儿ＣＭＶ感染的诊断有较高的符合率，对ＩｇＭ 抗体

检测阴性而临床疑似ＣＭＶ感染的患儿，可进行 ＨＣＭＶＤＮＡ检测，以提高ＣＭＶ感染的诊断准确率。

关键词：巨细胞病毒；　核酸；　ＩｇＭ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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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巨细胞病毒（ＨＣＭＶ）在人群中感染相当普遍，感染率 随年龄增长逐渐提高，原发感染主要发生在儿童时期，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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