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时需要
>U(

参与'健康人血清
>U(

水平很低#而一旦有肿

瘤生长和增殖#患者血清
>U(

水平可升高
'

!

(..

倍)

8&5

*

'因

此#

>U(

可在肿瘤细胞异常增殖的早期辅助诊断肺癌(乳腺

癌(肝癌(宫颈癌等恶性肿瘤)

6&7

*

'

>U(

与
1$%

合成关系密切#因此
>U(

浓度水平的改变

能够提示细胞异常增殖#从而可在原位癌形成早期判断组织恶

变风险#有助于进行及时干预和治疗#甚至防止肿瘤的发生#对

于肿瘤患者疗效监测也更加灵敏'然而#如果肿瘤细胞的增殖

受到抑制#

1$%

合成速度减慢而不需要+补救途径,协助时#

>U(

浓度不升高或不会明显升高'这种现象出现在以下几种

情况'$

(

%晚期癌!当癌症发展到晚期时#机体无法为肿瘤细胞

提供营养#致使其增殖减缓'$

'

%药物治疗!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的药物发挥效果时#肿瘤细胞增殖受抑制'$

9

%手术治疗或放(

化疗!手术治疗切除肿瘤组织#放(化疗杀死肿瘤细胞或有效抑

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速率'

结肠癌恶性度较高#细胞增殖能力较强#故患者血清
>U(

浓度增高'本研究结果显示#结肠癌患者
>U(

(

RQ%

(

R%(::

水平与结肠息肉患者(健康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而结肠息肉患者与健康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结肠癌患者
>U(

(

RQ%

(

R%(::

单独检测阳性率高于

结肠息肉患者和健康者$

B

$

.4.6

%#而结肠息肉患者与健康者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

>U(

与
RQ%

联合检测#

结肠癌患者阳性率可提高到
7:48-W

#

>U(

与
RQ%

(

R%(::

联

合检测#阳性率可提高到
8749'W

'由此可见#结肠癌可导致

患者外周血
>U(

水平明显升高#且
>U(

与
RQ%

(

R%(::

联合

检测可提高检测阳性率)

:

*

'此外#

>U(

阳性的良性疾病患者

可能处在向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发展的阶段'因此#对于

>U(

阳性的结肠息肉患者#需加强监测和随访#高度警惕其恶

变可能'

综上所述#

>U(

是结肠癌诊断和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与

RQ%

(

R%(::

联合检测更有助于监测结肠癌的发生及判断患

者病情进展#对于结肠癌患者疗效监测(病情及复发风险评估

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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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不同检测系统生化项目检测结果比对和偏倚评估

刘兰民!李德琴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青海西宁
5(...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生化检测系统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方法
!

以瑞士罗氏公司
)?GBA,E1II

分析系统为比较

系统!

R?J,<5...

分析系统为试验系统!对新鲜标本进行生化项目检测!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评价试验系统与比较系统检测结果的

相对偏差!以卫计委临检中心
(

'

'I>

为评价标准!判断检测系统之间的可比性$结果
!

试验系统与比较系统
'.

个生化项目检测

结果具有可比性!检测结果和偏倚均可接受$结论
!

当实验室使用不同系统检测相同项目时!应定期开展比对试验和偏倚评估!

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可比性$

关键词"生化项目&

!

检测系统&

!

比对试验&

!

偏倚评估

!"#

!

(.49:7:

"

;

4"<<=4(789&-(9.4'.(64'(4.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6'&.9

!!

随着检验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实验室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医学实验室开始关注不同检测系统间同一项目检测结果的可

比性'大规模的医学实验室拥有多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同一

项目可在不同系统上进行检测#为保证不同系统检测结果的一

致性#仅依靠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远远不够#还需通过定期开

展比对试验以评价不同系统检测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

*

'本研

究通过比对
'.

个项目检测结果#旨在评价不同生化检测系统

检验结果间的可比性'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检测系统
!

检测系统是指完成一个项目检测所涉及的仪

器(试剂(校准品(检验程序(保养计划(采血系统等的组合)

9&-

*

'

本研究中#检测系统
_

$瑞士罗氏公司
)?GBA,E1II

分析系统%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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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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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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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卫计委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成绩合格#故设为比较系统'检

测系统
^

$瑞士罗氏公司
R?J,<5...

分析系统%为试验系统'

两个检测系统均使用瑞士罗氏公司配套试剂(校准品及质

控品'

A4B

!

比对项目
!

参加卫计委临检中心室间质评的
'.

个生化

项目#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2>

%(总胆红素$

>]VS

%(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TT>

%(总蛋白

$

>I

%(清蛋白$

%AJ

%(碱性磷酸酶$

%SI

%(尿素$

0E*,

%(肌酐

$

RE

%(尿酸$

0%

%(血糖$

TAB

%(总胆固醇$

>3C?

%(三酰甘油

$

>T

%(肌酸激酶$

RU

%(乳酸脱氢酶$

S1\

%(

-

&

羟丁酸脱氢酶

$

\]1\

%(淀粉酶$

%)^

%(钙$

R,

%(磷$

I

%(铁$

O*

%'

A4C

!

方法
!

收集覆盖各项目线性范围和不同医学决定水平的

新鲜血清标本
-.

份#且参考区间以外的标本占比超过
6.W

'

将收集的标本分成
'

份#分别在
_

(

^

检测系统上进行检测'

每份标本检测
'

次#计算均值'

A4D

!

统计学处理
!

对
'

个检测系统各项目检测结果的均值做

相关性分析#计算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

,

%#

,

'

'

.4:6

判为不同

系统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

6

*

'计算各项目检测结果的绝对偏

倚$

+R

%和相对偏倚$

+RW

%#

+R[^

系统检测结果
f_

系统检

测结果#

+RW[+R

"

_

系统检测结果'以卫计委临检中心室间

质评结果的
(

"

'I>

为标准判断检测系统间的可比性#

+RW

)

(

"

'I>

判为可接受#即
'

个检测系统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B

!

结
!!

果

不同检测系统
'.

个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见表

(

'

'

个检测系统各项目检测结果的
,

' 均大于
.4:6

#说明不同

系统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不同系统检测结果可比性结果见

表
'

'各项目
+RW

)

(

"

'I>

#说明
'

个系统检测结果具有可比

性#且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的可接受性良好'

表
(

!!

不同系统
'.

个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

项目 线性回归方程
#

'

%S> )[(4..-Gd(47.6 .4:86

%2> )[(4.6.Gf.4-99 .4:59

>]VS )[(4...Gf.4(-5 .4:7-

TT> )[(4.(6Gd.478' .4:7(

>I )[.4:58Gd(47(. .4:76

%S] )[.4:85Gd(4'8' .4:8'

%SI )[(4.'(Gd(4-:6 .4:8(

0E*, )[.4:89Gd.4'.9 .4:85

RE )[(4.7.Gd.4(.- .4:56

0% )[(4..-Gd6499: .4:85

TS0 )[.4:8.Gd.4.:6 .4:89

R, )[.45:5Gd.4'59 .4:77

I )[.4:88Gd.4.9: .4::-

%)^ )[.4::-Gd.4(-' .4:5.

RU )[(4.9(Gf546.- .4:75

S1\ )[.4:9:Gd((48: .4:5'

-

&\]1\ )[(4.-(Gf.4('' .4:5.

>3C? )[.4::9Gd.4.9. .4:75

>T )[.4:86Gd.4.8( .4:78

O* )[.4::(Gd.4-:8 .4:5-

表
'

!!

不同系统
'.

个生化项目检测结果可接受性评价

项目
_

系统
^

系统
+R +RW (

"

'I>

%S> -.46 9:45 f.48 f(489 (.

679 6:6 9' 6475

%2> -: 6(49 '49 -47: (.

'7- '88 (9 -4:'

>]VS '94(- ''496 f.48: f94-( (.

(674' (664- f.45 f.46(

TT> -( -9 ' -455 (.

'(' '(8 6 '497

>I 8947 894- f.4' f.4'8 6

9.4' 9(4( .4: '4:5

%S] 9:4-: 9:4' f.4': f.489 6

(84.' (849 .4'5 (476

%SI 5-46 5846 9 9466 (6

'.- '.7 ' .4:5

]0$ 549 547 .49 947( -46

984(7 964:6 f(4'( f94'7

R#Q% 8-47 8548 -4( 646. 846

(6.4'6 (67 6486 9459

0% ''( ''- 9 (497 546

77- 75( (8 '467

TS0 64'( 64-8 .4'7 -4:: 6

(-4'5 (94:9 f.496 f'4-6

R, (465 (47' .4.- '469 .4('6

'49: '499 f.4.7 f'46(

I .45' .457 .4.- -455 6496

'4'8 '4': .4.' .455

%)^ 5946 5(46 f' f'4-. (6

796 79. f6 f.48:

RU ((( ((8 7 64-( (6

('9- ('.' f9' f'46:

S1\ (89 (8. f9 f(489 (.

9(7 9(' f- f(4'8

-

&\]1\ ((6 (.( f(- f('4(8 (6

78' 766 f(8 f'469

>3C? (4'- (4'( f.4.9 f'4-' 6

-45- -45: .4.6 (4.9

>T .4776 .4786 .4.( (46. ('46

'469 '47( .4.5 94(7

O* (7486 (84' .4-6 '47: (.

6.49' 6.4(5 f.4(- f.4'5

C

!

讨
!!

论

检测系统由多种要素组成#即使完全使用相同的仪器(试

剂#如果使用的校准品(质控品(消耗品不同#可视为不同的检

-

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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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为满足临床诊疗的需要#不同系统检测结果必须具有

可比性)

7

*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无论建立何种检测系统#其检

测结果都必须可以溯源到
(

个共同的量化标准#即实现量值溯

源)

8

*

'检测系统的完整性是指完全按照有关要求使用指定的

校准品(质控品(试剂和其他消耗品#根据厂家和国家有关标准

的要求建立操作和质量控制等程序文件#并对检测系统进行性

能验证#以证明检测结果符合有关标准或要求)

5

*

'

本实验室使用
'

套罗氏公司不同型号的生化分析系统进

行临床标本检测#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按照程序文件的

要求#每半年至少进行
(

次比对试验#比对标本不少于
'.

个#

同时标本应覆盖不同项目的各医学决定水平#以满足临床诊疗

的需要'本比对分析结果证实#

'

个系统检测结果的相关性良

好#各项目
+RW

均小于
(

"

'I>

#说明每个系统的检测结果均可

满足临床诊疗的需要'但结果表
'

的数据显示#个别项目存在

同向的正偏倚或负偏倚#似乎存在较小的系统误差#如
%2>

(

>]VS

(

TT>

(

%SI

(

RE

(

0%

(

I

(

%)^

(

S1\

(

-

&\]1\

(

>T

#但

+RW

的绝对值均小于
(

"

'I>

#未超过设定范围#比对结果仍然

可以接受)

:

*

'虽然
'

个检测系统为同一品牌#但核心部件不

同#例如光源(比色杯(光路(试剂等#对检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

响'此外#

'

个检测系统放置在不同场所#环境温度(湿度#仪

器使用年限(保养情况#项目校准情况#以及操作者等都不尽相

同#也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虽然硬件方面的因素无法改变#

但仪器保养(项目校准等因素可人为控制'因此#加强人员的

培训十分重要'通过规范使用校准品#可以确保检测结果的一

致性'根据室内质控结果的变化趋势#及时分析超过控制范围

的原因#采取纠正措施#也有助于实现检测结果的可比

性)

(.&(9

*

'

检测系统各部件的磨损(改变检测(更换试剂(环境改变(

仪器维护保养(设备维修(更换配件都可能引起检测系统的性

能变化'为保证检测系统的持续有效#应保证检测系统的运行

环境保持相对恒定#经常对仪器的易损部件进行观察和评价'

在出现更换主要部件(室内质控间断失控(改变检测方法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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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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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检测结果符合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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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健康体检人群高脂血症检出情况分析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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琰!刘宏涛!钱文红!田
!

生!祁
!

峰

"北京市体检中心!北京
(...88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北京市健康体检人群高脂血症检出情况$方法
!

采用美国雅培公司
RV5'..

型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及

配套试剂对体检人群进行血清总胆固醇"

>R

#%三酰甘油"

>T

#检测$以
>R

(

648'!!?A

'

S

和"或#

>T

(

(48!!?A

'

S

作为高脂血

症诊断标准$结果
!

健康体检人群高脂血症总检出率为
964-W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人群高脂血症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4.6

#$结论
!

高脂血症检出率与性别%年龄密切相关$应以男性和
7.

岁及其以上人群为重点!提出必要的生活干预

建议!以预防高脂血症相关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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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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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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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习

惯(饮食结构不断改变#居民慢性代谢性疾病患病率不断升高#

高脂血症发病率也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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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通常是指外周血总

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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