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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对
2(T,=X3.$$

血凝仪抗溶血干扰能力评价

刘喜萍!

!张冬萍"

#

!张和平"

!薛克俭"

"

!#

新疆奎屯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新疆奎屯
788"$$

$

"#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七四医院检验科!新疆乌鲁木齐
788$$$

%

!!

摘
!

要"目的
!

对
2(T,=X3.$$

血凝仪抗溶血能力进行评价'方法
!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TVY

%制定的

*3.,2"

文件即)临床化学干扰试验指南*要求!利用不同浓度的血红蛋白液对凝血酶原时间"

3=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23==

%&凝血酶时间 "

==

%&血浆纤维蛋白原 "

_Y+

%进行干扰试验'结果
!

所评价项目的影响度#

3=

的影响度在

$#$5

$

e$#75

!

23==

的影响度在
$#$5

$

e/#75

!

==

的影响度在
$#$5

$

e6#.5

!

_Y+

的影响度在
$#$5

$

8#"5

!未超出美

国
(TY2\77

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结论
!

2(T=X3.$$

血凝仪具有良好的抗溶血干扰能力'

关键词"溶血$

!

2(T=X3=

血凝仪$

!

抗干扰能力

!"#

!

!$#8%-%

"

9

#:;;<#!-.8,6!8$#"$!/#!%#$-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8,6!8$

"

"$!/

%

!%,"%!.,$"

!!

在血凝检测工作中会经常遇到溶血的标本#认为溶血的标

本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需临床重新采集标本后重复检

测#然而在重新采集标本时常常遇到临床不配合的情况(为

此#需了解溶血程度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的情况#本实验用溶

血干扰物来评价沃芬
2(T,=X3.$$

血凝仪的抗溶血干扰能

力#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2(T,=X3.$$

血凝仪#

M:<LFC

O

+(-7$$

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由
YT

公司提供的配套血凝试剂)凝血酶

原时间$

3=

&检测试剂批号
1$"6%$!%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23==

&检测试剂批号
1$/6$88%

%凝血酶时间$

==

&检测试剂

批号
1$/6$/!/

%纤维蛋白原$

_Y+

&检测试剂批号
1$/6$68-

*'

质控品 $正常值质控品批 号
1!!8.-8/

&和 校 准 品 $批 号

*$.8/"6%

&(

?#@

!

标本采集
!

收集
!$$

例健康体检者的空腹静脉血液标

本#以
!$%MM>G

"

T

枸橼酸钠抗凝的抗凝血$抗凝剂与血的比

例为
!k%

&(采集的血标本立即于
8$$$F

"

M:<

离心
!$M:<

#

及时分离血浆#

!$$

份血浆等量混合后作为试验血浆(

?#A

!

溶血干扰物制备
!

选取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在正

常参考范围的
/

份标本进行混合#离心弃血浆#用
$#%5

的生

理盐水洗涤
8

次#弃去上清后加入双蒸水并放于
e"$W

冰箱

反复冻融
8

次#解冻后以相同条件离心#取上层血红蛋白液为

血红蛋白原液(经已校准过的
M:<LFC

O

+(-7$$

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检测(不同浓度溶血干扰物!分别用生理盐水调配检测

浓度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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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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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

'

.$

'

7$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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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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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

?#B

!

方法

?#B#?

!

精密度试验
!

取同一批号质控品于
"D

内在
2(T,

=X3.$$

血凝仪上检测
3=

'

==

'

23==

'

_Y+

#重复检测
"$

次#

观察其批内精密度(

?#B#@

!

准确性试验
!

取
!

份定标血浆重复检测
!$

次#取平均

值即为检测值(

?#B#A

!

干扰性试验
!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

(TVY

&

*3.,2"

文件要求)

!

*

#采取在体外添加干扰物于正常血

浆中的方法制备待测标本(将
!$

个不同浓度的干扰物各取

/$JT

分别加到
$#6/MT

试验血浆中#即稀释成含血红蛋白

!

'

"

'

8

'

6

'

/

'

-

'

.

'

7

'

%

'

!$

B

"

T

的待测标本#设对照组!

/$

%

T

生

理盐水#加
$#6/MT

试验血浆(分别在
2(T,=X3.$$

血凝仪

上检测
3=

'

==

'

23==

'

_Y+

各
/

次#取平均值(影响度计算!

影响度
h

$加干扰物血浆检测值
e

对照血浆检测值&"对照血

浆检测值
R!$$5

?#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3VV"!#$

及
*QH@G"$$8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定标血浆检测值与定值比较$下转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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