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东芝
4G3#'$Ô

生化仪就不会执行试剂针的特殊清洗程

序了#也即针对东芝
4G3#'$Ô

生化仪#要彻底解决脂肪酶的

试剂针交叉污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可见每种型号的生

化仪某方面的性能要靠实验室人员去多摸索#寻找出规律#以

便更好地利用好仪器&三是加样顺序的调整还应考虑到包含有

脂肪酶项目的常用检验医嘱其他项目的加样顺序#除了顾及三

酰甘油及总胆固醇项目对脂肪酶的干扰#还应考虑到其他易受

试剂交叉污染项目#比如镁离子*尿酸*总胆汁酸等项目的

测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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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抗干扰性能评价

刘
!

强!赵凯华!杨卫东!曹加兴!李丽萍

"解放军第六二医院检验科!云南普洱
**+$$$

#

!!

摘
!

要"目的
!

根据)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的相关要求!研究者对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抗干扰性能进行评估$方法
!

严格按照
!0>621052 Q̂SK8Q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标准操作规程!采用
UY\K\[U

公司配套试剂进

行实验$结果
!

在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和心肌酶谱等常规急诊项目的检测中!对溶血%黄疸和乳糜等因素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

力$结论
!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具有较强抗干扰能力!能够胜任急诊生化检测$

关键词"生化分析仪&

!

干扰试验&

!

评价

!"#

!

#$-)&*&

"

/

-0112-#*()"%#)$-'$#+-#+-$(#

文献标识码"

G

文章编号"

#*()"%#)$

"

'$#+

#

#+"''(R"$'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临床检验尤其是急诊临床生化检验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急诊临床生化检测在注重高

效快速同时必须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而由于临床标本的特

殊性和不确定性#急诊标本常有溶血*黄疸和乳糜等因素的干

扰#因此对用于急诊生化检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研究者更加

关注其抗干扰性能'

UY\K\[U

公司生产的
!0>621052 Q̂S

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具有灵敏度*准确度*高效快速等

特点#广泛应用于临床急诊生化检验#滇西南地区未见有其性

能评估报告'本科购进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后#根据,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的相关要求#

对其各项性能进行评估#现将其抗干扰能力作如下总结'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样本来源
!

检测样本来自健康人群体检标本数
#$

份#要

求标本无溶血#黄疸和乳糜#充分混匀作为基础样本'将基础

标本分为两组#一组按比例稀释
JE

*未结合胆红素$

LE09

%*结

合胆红素$

IG09

%和乳糜干扰物#并充分混匀'另一组血清用于

稀释相应等体积试剂盒内空白对照'

A-B

!

仪器与试剂
!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配套试剂购自
UY\K\[U

公司#干扰试检测
3F9:1(&)($

剂

盒购自国际试药株式会社公司'

A-C

!

方法

A-C-A

!

评价指标
!

急诊常规项目包括
3S4

#

3U4

#

3SF

#

aa4

#

3!3

*

Î \3

#

GL[

#

aSL

#

IV"KG

#

IV

#

S!J

#

JG!J

'

A-C-B

!

干扰检测
!

试剂盒按照说明书进行稀释#所有干扰物

均当天溶解使用#溶解后
LE09

*

IE09

*

JE

和乳糜物质的浓度分

别为
))$$

)

>59

"

S

*

)%$'

)

>59

"

S

*

%R-+$>

B

"

S

和
#++$

浊度#

根据实验要求#每个干扰组设置
#$

个梯度终浓度#

LE09

梯度浓

度分别为
))

*

**

*

&&

*

#)'

*

#*+

*

#&R

*

')#

*

'*%

*

'&(

*

))$

)

>59

"

S

#

IE09

梯度浓度分别为
)%

*

*R

*

#$'

*

#)*

*

#($

*

'$%

*

')R

*

'('

*

)$*

*

)%$

)

>59

"

S

#

JE

梯度浓度分别为
$-%&

*

$-&(

*

#-%*

*

#-&%

*

'-%)

*

'-&#

*

)-%$

*

)-RR

*

%-)(

*

%-R+

B

"

S

#乳糜物质梯度浓度分

别为
#++

*

)#$

*

%*+

*

*'$

*

((+

*

&)$

*

#$R+

*

#'%$

*

#)&+

*

#++$

B

"

S

'当干扰组检测值超过空白对照组检测值
Si#J&*@

时#视为

存在干扰'

+

R(''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Y2;MS8EK6@

!

3:

B

:1;'$#+

!

Z59-)*

!

[5-#+



B

!

结
!!

果

在
LG09

干扰试验中#当
LG09

&

')#

)

>59

"

S

时对
IV"KG

测定有干扰#测定结果偏低#而对其余项目无干扰'在
IG09

干

扰试验中#当
IG09

大于
*R

)

>59

"

S

时#

3!3

的检测结果偏低#

大于
#($

)

>59

"

S

时#

aSL

的检测结果偏低#而当
IG09

浓度在

)%

"

)%$

)

>59

"

S

对其余测试项目均无干扰'在
JE

干扰试验

中#发现溶血对大部分检测项目均有影响#当
JE

的浓度大于

$-%&

B

"

S

即对
IV"KG

*

JG!J

*

S!J

的检测存在干扰#而当其

浓度大于
$-&(

B

"

S

时对
3S4

*

3U4

*

IV

*

aa4

的测定存在干

扰#大于
#-%*

B

"

S

时
3SF

存在干扰#

JE

大于
)-%$

B

"

S

时#对

aa4

*

4G3

*

3SF

*

L3

的测定存在干扰'乳糜干扰试验中#浊

度单位大于
)#$

即对
IV

*

aSL

*

GL[

*

Î \3

检测存在干扰#

测定结果较对照组偏高#而对其余酶活性检测无干扰'

C

!

讨
!!

论

溶血*黄疸和乳糜物质是临床生化检验中经常遇到的干扰

因素#本文通过对基础标本加入干扰因素#较全面评估了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的抗干扰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在常规急诊项目的

检测中#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大部分检

测项目#尤其酶活性检测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胆红素是胆色素的一种#它是体内铁卟啉化合物的主要代

谢产物#它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经过肝细胞内质网加工#与

葡糖醛酸结合的形成结合胆红素&另一种在血浆中主要与清蛋

白结合而运输#未与葡糖醛酸结合#称为未结合胆红素'胆红

素的黄色干扰了黄色和红色化合物的比色分析#采用连续检测

法可以消除这一影响#研究发现
!0>621052 Q̂S K8Q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高胆红素干扰下#对
IV"KG

*

3!3

和
aSL

的检

测存在影响'

红细胞内
S!J

*

3IF

*

3U4

*

V

`的浓度是细胞外液的
''

"

#*$

倍#因此即使标本轻微溶血也会对这些项目的测定有一定

影响#另外红细胞内含有一定量的腺苷酸激酶#它可以同
3!F

反应#生成
34F

#进而参与
IV

测定时的酶偶联法#使得
IV

测

定值较真实值偏高'同时溶血标本中游离的
JE

不但可以干

扰胆固醇的酶法检测#而且具有抑制胆红素的重氮反应的能

力#使得测定值比实际值偏低&

JE

可被亚硝酸氧化为高铁血

红蛋白#影响某些光谱分析#干扰吸光度测定'由此可见溶血

标本影响许多临床生化检测项目#研究者的干扰试验结果证

明#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轻微溶血标本

具有一定抗干扰能力#

JE

浓度小于
$-&(

B

"

S

时#大部分测定

项目检测不存在干扰#仅对
IV"KG

*

JG!J

*

S!J

酶活性测定

有干扰'针对溶血标本干扰
S!J

酶活性测定这一问题#有学

者提出溶血指数纠正
S!J

酶活性检测(

)

)

'

乳糜干扰是临床检验工作中常遇到的情况#也是较为困扰

检验工作者的一个难题'乳糜标本又称为.脂血/#血清分离后

呈乳白色#较混浊状'乳糜微粒主要成分为三酰甘油#这使得血

清标本浊度增加#严重影响反应底物的吸光度值#干扰终点法这

一类的检测项目'有学者报道#采用超高速离心可以消除乳糜

微粒的干扰(

%

)

#但是分离后的血清对心肌酶谱的检测存在影

响(

+

)

#同时这种方法又受制于设备#大部分检验科实验室没有配

备超高速离心机'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高胆红素*溶血和乳糜干扰因素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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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凝聚胺交叉配血的方法学比较

张晓红

"新疆兵团第七师奎屯中心血站!新疆奎屯
R))'$$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玻片凝聚胺法交叉配血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方法
!

在该院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的输血患者同时进行玻

片凝聚胺法和试管凝聚胺法交叉配血$比较两种方法配血后主%次侧凝集强度$结果
!

&

例均出现主侧凝结!玻片凝聚胺法的凝

集强度弱于经典凝聚胺法$结论
!

玻片凝聚胺法可以检测出常见不规则抗体引起的配血不合!可用于特殊条件下的交叉配血$

关键词"交叉配血&

!

凝聚胺&

!

不规则抗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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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配血实验是最重要的输血前检查项目之一#在我国大

多数医院应用的是凝聚胺交叉配血法#为了检验试管法和玻片

法的差异#本研究对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样本进行了检测#结

果如下#供同行们参考'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来源于兵团第七师医院
'$$R

年
#

月至
'$#)

年
#'

月各科室送检标本
++&)

例#使用
#$

系谱细胞检测#其

中不规则抗体
&

例#其中
*

例为抗
"\

抗体#

)

例为抗
"!

抗体'

A-B

!

检测试剂
!

凝聚胺试剂盒$合肥天一生物技术研究所%&

#$

系谱细胞$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离心机为
V3"'$$$

型

血库专用离心机$北京东迅天地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A-C

!

检测方法
!

同时用试管凝聚胺法和玻片凝聚胺法进行交

叉配血'

B

!

结
!!

果

两法均出现阳性结果#前者凝集强度弱于后者#结果见

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Y2;MS8EK6@

!

3:

B

:1;'$#+

!

Z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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