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王立京#男#主管检验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免疫检验工作)

!论
!!

著!

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
X

反应蛋白的结果差异

王立京

"广西崇左市中医壮医医院检验科!广西崇左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
X

反应蛋白的结果差异&方法
!

统计分析
'*&'

年
0

月至
'*&7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1

例各类感染性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

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观察组患者的
X

反应

蛋白水平均明显比对照组低"

;

$

*(*%

$!

X

反应蛋白阳性率均明显比对照组高"

;

$

*(*%

$&结论
!

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

光法检测各种急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的
X

反应蛋白结果差异不显著!提示免疫透射比浊法可作为干式免疫荧光法的一种替代

方法&

关键词"免疫透射比浊法#

!

干式免疫荧光法#

!

X

反应蛋白

!"#

!

&*($010

"

2

(3445(&16$#7&$*('*&%(&1(*7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6$#7&$*

"

'*&%

$

&1#'7*1#*'

G2$8'**$7$)&$(*>7$/&%'4$

-

7(%$').$4$.8$%$&%$86

@

'115)'%

@

%7/)01'00'()%576'8'%

@

/)887

@

'115)(*.5(7$0&$)&$

-*#

$

'&

S

&#

$

$

3.

E

*<>J.#>"

8

A7&#&1*7'*+"<*>"<

/

#

B<*:&>&"#*7A2&#.@.?.:&1&#.*#:52(*#

$

?.:&1&#.G"@

E

&>*7"

8

A2"#

$

4("A&>

/

#

A2"#

$

4("

#

)(*#

$

D&%$''**

#

A2&#*

&

:60%7/&%

!

"6

;

$&%'4$

!

,835D:4;3

J

?;:;E:93KK:A:5<:8KXA:?<;3D:

=

A8;:35>:D:>9:;:<;:9G

H

3@@B53;

H

;A?54@344385;BAG393;

H

?59

9A

H

3@@B58K>B8A:4<:5<:(<$%2(80

!

,E:<>353<?>9?;?8K%1

=

?;3:5;4F3;ED?A38B4C35948K35K:<;38B4934:?4:4FE8F:A:;A:?;:9358BA

E84

=

3;?>KA8@/:

=

;:@G:A'*&';8R?5B?A

H

'*&7F?4A:;A84

=

:<;3D:>

H

?5?>

H

I:9(=$05.%0

!

,E:>:D:>48KXA:?<;3D:

=

A8;:3535;E:8G4:A#

D?;385

J

A8B

=

9:;:<;:9G

H

3@@B53;

H

;A?54@344385;BAG393;

H

?599A

H

3@@B58K>B8A:4<:5<:F:A:43

J

53K3<?5;>

H

>8F:A;E?5;E84:35;E:

<85;A8>

J

A8B

=

$

;

$

*(*%

&#

?59;E:

=

843;3D:A?;:8KXA:?<;3D:

=

A8;:35F?443

J

53K3<?5;>

H

E3

J

E:A;E?5;E?;35;E:<85;A8>

J

A8B

=

$

;

$

*(*%

&

(>()&.50'()

!

,E:>:D:>48KXA:?<;385

=

A8;:359:;:<;:9G

H

3@@B53;

H

;A?54@344385;BAG393;

H

?599A

H

3@@B58K>B8A:4<:5<:35

=

?#

;3:5;4F3;E?D?A3:;

H

8K?<B;:35K:<;38B4934:?4:44E8F5843

J

53K3<?5;93KK:A:5<:

#

4B

JJ

:4;35

J

;E?;3@@B53;

H

;A?54@344385;BAG393;

H

<?5

G:B4:9?4?5?>;:A5?;3D:;89A

H

3@@B58K>B8A:4<:5<:(

?$

@

3(780

!

3@@B53;

H

;A?54@344385;BAG393;

H

%

!

9A

H

3@@B58K>B8A:4<:5<:

%

!

XA:?<;3D:

=

A8;:35

!!

现阶段#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是中国临床实

验室对
X

反应蛋白进行测量的两种主要方法#在运用这两种

方法测定患者标本中的
X

反应蛋白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其

测定结果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为了有效比较各检测系统

之间的检测结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比分析和评价不同检测

系统'

&

(

)本研究对
'*&'

年
0

月至
'*&7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1

例各类感染性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免

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
X

反应蛋白的结果差

异#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0

月至
'*&7

年
&

月本院收

治的
%1

例感染性疾病患者#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60

岁#平均$

%&($\&*(%

&岁)将这些患者作为观察组#另选取

同期来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

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
'0

例#女
'6

例#年龄在
'%

$

)&

岁之间#平均$

%$(1\&*(7

&

岁)两组患者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A(B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6&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试剂由

金赛尔公司提供#韩国
3#XÒ fS+ :̀?9:A

免疫荧光分析仪及

其配套试剂由江西亚力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A(C

!

方法
!

受试者早上空腹#抽取静脉血
'

支#

&

支为
'@"

真空
.M,+

抗凝血#另
&

支装于
$@"

真空分离胶
#

促凝剂干

燥管#标本均没有溶血*脂血等)运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两

组人员的血清标本
X

反应蛋白#在
&%*

#

"

氨基乙酸缓冲液中

混合
$

#

"

血清和
&%*

#

"

乳胶颗粒超敏化的
X

反应蛋白抗体

液#超敏化的抗
X

反应蛋白抗体胶乳颗粒试剂和样本中的
X

反应蛋白反应#促进免疫复合物的形成#在波长
%6*@@

处对

其浊度进行检测#样本中
X

反应蛋白浓度随着其变化而提升%

购买
3#XÒ fS+ :̀?9:A

免疫荧光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运用

免疫荧光法检测受试者的全血
X

反应蛋白)在荧光标记缓冲

液中加入
&%

#

"

全血#有机结合血液中的
X

反应蛋白抗原和抗

体)将
6%

#

"

混合标本取出来#在测试器的样本孔上放置#

$

@35

后待其通过毛细血管作用向消化纤维基质的测试带上扩

散时#抗
X

反应蛋白夹心抗体获取复合物及
X

反应蛋白)测

试带上的复合物积聚随着血液样本中
X

反应蛋白的增多而增

多)被捕获的
X

反应蛋白数量能够在荧光抗体信号强度中得

到有效的反映#血液样本中的
X

反应蛋白浓度在通过
3#

XÒ fS+ :̀?9:A

免疫荧光分析仪处理后能够得到有效反

应'

'

(

)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用
>

检验组间范围值比较#

;

$

*(*%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

种方法检测两组人员的
X

反应蛋白阳性率比较
!

免疫

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观察组的
X

反应蛋白阳性

率均明显比对照组高$

;

$

*(*%

&#但两种方法检测观察组和对

照组的
X

反应蛋白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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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

1*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5;R"?GS:9

!

+B

J

B4;'*&%

!

T8>($1

!

U8(&1



表
&

!!

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两组

!!

人员的
X

反应蛋白阳性率比较'

#

%

_

&(

组别
#

免疫透射比浊法 干式免疫荧光法

观察组
%1 %%

$

0)('

&

%$

$

07(1

&

对照组
%1 *

$

*(*

&

*

$

*(*

&

B(B

!

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两组人员的
X

反应蛋白结果比较
!

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

观察组的
X

反应蛋白水平均明显比对照组低$

;

$

*(*%

&#但两

种方法检测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X

反应蛋白水平之间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体见表
'

)

表
'

!!

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两组

!!

人员的
X

反应蛋白结果比较%

@

J

#

"

&

组别
#

免疫透射比浊法 干式免疫荧光法

观察组
%1 $()*\&('$ 7(**\&($'

对照组
%1 )*()%\&*('1 )1(%*\&*('$

C

!

讨
!!

论

C(A

!

免疫透射比浊法原理及其应用
!

免疫透射比浊法自动化

检测的过程中运用全自动分析仪#基本原理为通过光线量测定

一定体积的溶液#当光线通过时#由于抗原抗体复合物粒子存

在于溶液中#能够吸收和反射光线#因此能够减少透射光#增加

免疫复合物量#抗原抗体复合物的量随着测定的光通量的增加

而降低)运用抗原标准品能够有效测定待检抗原水平#具有操

作简便*重复性较好等优点#在批量测定中适用'

$

(

)

C(B

!

干式免疫荧光法原理及其应用
!

干式免疫荧光法中
3#

XÒ fS+

通过对板条上激光激发的荧光有效检测单个或多

个标志物)一个荧光读数仪和检测板共同组成了检测系统#检

测板运用层析法#移动过程中分析物形成免疫复合物形式)通

过分析物和检测区域或质控区域的不同浓度值获取定标曲线#

具有所需血量少*检测费低等优势#在单个快速测定的门急诊

工作中极为适用'

7

(

)

C(C

!

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在检测
X

反应蛋白

中的应用
!

X

反应蛋白属于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存在于血

浆中#引发因素为机体受到感染或组织损伤#能够将补体激活#

细胞的吞噬作用加强#从而达到有效的调理目的#最终将向机

体入侵的病原微生物及损伤*凋亡等组织细胞清除掉#在机体

的天然免疫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

%

(

)多年前#临床

已开始研究
X

反应蛋白#传统观点认为#

X

反应蛋白属于一种

非特异性炎性标志物'

1

(

)但是#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

X

反应

蛋白直接作用于细菌感染*炎症等心血管疾病#在细菌感染的

鉴别中是临床的首选指标'

6#)

(

)

C(D

!

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
X

反应蛋白的

结果差异
!

本研究表明#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检

测观察组患者的
X

反应蛋白水平均明显比对照组低$

;

$

*(*%

&#

X

反应蛋白阳性率均明显比对照组高$

;

$

*(*%

&#充分

说明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种感染性疾病

患者的
X

反应蛋白的结果差异不明显#临床在判定感染性疾

病的预后的过程中应用同一种方法对其进行测定#从而保证其

结果的连贯性#降低误差的发生率)临床还应对比和评价两种

方法#从而为连续观察提供良好的条件'

0#&*

(

)

综上所述#免疫透射比浊法与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种感

染性疾病患者的
X

反应蛋白的结果差异不明显#值得临床广

泛关注和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

&

( 瞿国英#唐志慧
(

高敏
X#

反应蛋白的临床意义与检测方法'

R

(

(

检

验医学与临床#

'**0

#

1

$

)

&!

1*$#1*7(

'

'

( 伍松姣#梁景云#张以昆#等
(

不同类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血清
!"#

&)

和
E4#X̀ L

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R

(

(

检验医学#

'**0

#

'7

$

&

&!

$1(

'

$

( 李方去#丁红香#鲁勇
(

不同系统间
X

反应蛋白测定结果的比对和

偏倚评估'

R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0

#

&0

$

0

&!

'*60#'*)*(

'

7

( 包安裕#李艳
(

床旁即时检测与检验科常规检测
X

反应蛋白的比

较'

R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1

$

$

&!

00#&*&(

'

%

( 彭凤
(

免疫透射比浊测定技术的进展和分析特性'

R

(

(

检验医学#

'*&'

#

'6

$

7

&!

'%'#'%1(

'

1

( 杨松#杨昆荣#伏改芬#等
(X#

反应蛋白不同检测仪器的比对验证

'

R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7

&!

$07#$0%(

'

6

( 宋娜#张家云#余小红#等
(

两种检测方法测定
X

反应蛋白的比较

'

R

(

(

检验医学#

'*&'

#

'6

$

7

&!

'%6#'1*(

'

)

( 郑永昌#钱临芬#童丹红#等
(

血小板计数和超敏
X

反应蛋白测定

在血管危象监测中的应用'

R

(

(

浙江临床医学#

'**)

#

&*

$

0

&!

&&0)(

'

0

(

"3B+"

#

-B3,

#

U

J

B

H

:5OT

#

:;?>(/:AB@X#A:?<;3D:

=

A8;:35?4?

G38@?AC:AK8A:?A>

H

9:;:<;3858KG?<;:A3?>35K:<;38535;E:8>9:A

=

?#

;3:5;

'

R

(

(+

J

:+

J

:35

J

#

'*&*

#

$0

$

%

&!

%%0#%1%(

'

&*

(

"3G?A93X

#

/8BI?P

#

Pj4

=

?A3+

#

:;?>(.KK:<;48K<85<BAA:5;;A?3535

J

8535;:A>:BC35#1

#

;B@8BA5:<A8434K?<;8A#?>

=

E??59X#A:?<;3D:

=

A8#

;:3535@399>:#?

J

:9@:5

'

R

(

(R/

=

8A;4/<3

#

'*&&

#

'0

$

&7

&!

&%6$#

&%)&(

$收稿日期!

'*&%#*$#&)

&

$上接第
'7*%

页&

参考文献

'

&

( 张剑飞#邱建宏#丁红#等
(

尿路结石成分分析'

R

(

(

临床泌尿外科

杂志#

'*&$

#

')

$

%

&!

$)&#$)'(

'

'

( 那彦群#叶章群#孙颖浩#等
('*&7

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

指南手册'

S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7

!

'&7#'&%(

'

$

( 蒙桂文
(

体外震波碎石前后生化指标的检测'

R

(

(

检验医学与临

床#

'*&$

#

&*

$

$

&!

'1$#'17(

'

7

( 吴书祥#郑元回#郑菊芬#等
(

体外冲击波治疗肾结石的肾脏损伤

'

R

(

(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6

#

6

$

$

&!

%%#%1(

'

%

( 杨建新#吴希庆#张雨#等
(./Y"

后肾损伤生化指标变化的临床

研究'

R

(

(

包头医学院学报#

'**1

#

''

$

'

&!

&%)#&%0(

'

1

( 朱华芳#陈光利#李永枝#等
(

!

'

#

微球蛋白在肾功能检测中的应用

'

R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0#&)1*(

'

6

( 韩见知#吴开俊
(

体外冲击波碎石技术'

S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7

!

&)0(

'

)

( 程呜#杨维娟#姜书传
(./Y"

治疗上尿路结石的效果及影响因素

'

R

(

(

皖南医学院学报#

'*&&

#

$*

$

'

&!

&'1#&'6(

'

0

( 杨梅#扈志勇#蒲俊兵
(

渝东南岩溶区地下河水质情况调查'

R

(

(

中

国农村水利水电#

'**0

#

6

$

'

&!

&'#&7(

'

&*

(

M?B985 S -O

#

@8A

=

E8>8

JH

8K

=

E84

=

E?;:4;85:4

#

;E:3AA:>?;385

F3;E:;38>8

JH

'

R

(

(bA8> :̀4

#

'*&*

#

$)

$

&

&!

7%0#716(

$收稿日期!

'*&%#*1#*'

&

+

6*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5;R"?GS:9

!

+B

J

B4;'*&%

!

T8>($1

!

U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