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中#

3>=V

处于中(高浓度时#

IXR>

法与电化学发光法

检结果相关性良好#但处于低浓度时#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关

性差#可能与上述因素有关'此外#本研究中的
IXR>

分析系

统采用的是固相免疫层析法#灵敏度小于电化学发光法#有待

进一步改善'

综上所述#完善的
IXR>

检测具有快速(准确(方便等特

点#对心肌标志物的检测特异度高#与电化学发光法有较高的

可比性#但
3>=V

检测结果与电化学发光法相关性较差#批内精

密度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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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洗板次数与浸泡时间对
QSV2%

法
\]<%

H

检测结果的影响

闫朝春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检验科!江苏连云港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洗板次数与浸泡时间对酶联免疫吸附法"

QSV2%

#

\]<%

H

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采用平行试验的方

法!改变洗板次数和洗板浸泡时间!对阴性对照%阳性对照%质控品及临床标本进行
QSV2%

法
\]<%

H

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

只改变洗板次数的情况下!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及质控品光密度值"

X1

值#均值均随洗板次数增加而降低&弱阳性标

本
X1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弱阳性标本阳性率随洗板次数增加而降低$只改变洗板浸泡时间的情况下!阴性对

照%阳性对照及质控品
X1

值均值均随浸泡时间增加而降低&弱阳性标本
X1

值也随浸泡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B

$

.4.6

#!弱阳性标

本阳性率也随浸泡时间增加而降低$结论
!

洗板是
QSV2%

操作中的关键步骤!人为改变洗板次数和浸泡时间均会影响检测特异

度和灵敏度!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洗板操作$

关键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洗板次数&

!

浸泡时间

!"#

!

(.49:7:

"

;

4"<<=4(789&-(9.4'.(64'(4.-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89&.9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QSV2%

%因灵敏度高(特异性强(重复

性好(操作简单(费用低廉而被广泛应用#例如
QSV2%

检测乙

肝表面抗原$

\]<%

H

%敏感度可达
.46=

H

"

!S

)

(

*

'然而#影响

QSV2%

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因素较多#如试剂因素(温育条件(

洗板方式等#因此操作控制不当会造成结果偏差)

'

*

'在临床工

作中#应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条件#对各环节操作进行标准化管

理#排除潜在的影响因素#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检测的系统误差'

本研究分析了洗板次数和浸泡时间对
QSV2%

法
\]<%

H

检测

结果的影响#旨在确定最佳洗板次数和浸泡时间'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试剂与仪器
!

QSV2%

法
\]<%

H

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万

泰生 物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批 号!

]'.(-.9.7

%'

%GG3,E*

QSV2%7..

型酶免分析工作站购自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质控品购自北京康彻思坦公司$批号!

'.(9((..9

#

\]&

<%

H

浓度
'V0

"

!S

%'真空分离胶加促凝剂采血管购自广州阳

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6

%'

-

98(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

年
((

月第
97

卷第
'(

期
!

V=+YS,J)*G

!

$?@*!J*E'.(6

!

Z?A497

!

$?4'(



A4B

!

方法
!

采用真空分离胶加促凝剂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

!S

#室温放置
9.!"=

#

9...E

"

!"=

离心
6!"=

#分离血清标本

$排除溶血及脂血标本%'选择光密度值$

X1

%大于
64.

的
\]&

<%

H

阳性标本
67

例及
X1

$

.4..'

的血清标本若干'用
X1

$

.4..'

的血清标本将
\]<%

H

阳性标本稀释至
X1.45

!

(49

#

对
67

例阳性标本进行平行试验#同时设置阴性对照孔
9

个#阳

性对照孔及质控品孔各
'

个#分别计算均值'根据说明书的要

求#用蒸馏水配制洗液'处理方式
(

!浸泡时间设为
9.<

#洗板

次数设为
9

!

5

次'处理方式
'

!设定洗板次数为
7

次#浸泡时

间设为
.

(

'

(

6

(

(.

(

9.<

'

A4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E?<?F+QP3*A'..8

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结果以
/e=

表示#组间均数比

较采用
2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4A

!

洗板次数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在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

洗板次数的情况下#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及质控品检测
X1

均

值均随洗板次数的增加而降低'不同洗板次数条件下#弱阳性

标本
X1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阳性率也随洗板

次数的增加而降低#见表
(

'

B4B

!

浸泡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在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

浸泡时间的情况下#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及质控品检测
X1

均

值均随浸泡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不同浸泡时间条件下#弱阳性

标本
X1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阳性率也随浸泡

时间的增加而降低#见表
'

'

表
(

!!

不同洗板次数对
\]<%

H

检测
X1

及阳性率的影响

洗板次数$次% 阴性对照
X1

阳性对照
X1

质控品
X1

临界值 标本
X1

$

/e=

% 阳性标本)

'

$

W

%*

9 .4.'7 '4':7 '476: .4(.6 (4''9e.49'6

"

-(

$

894'

%

"

- .4.'. '4'85 '4-:5 .4(.6 (4(-7e.4'5'

"

96

$

7'46

%

"

6 .4.(6 '4'6( '4(87 .4(.6 (4.59e.49(( '5

$

6.4.

%

7 .4.(' '4'6. '4.7- .4(.6 (4.88e.4'6: '5

$

6.4.

%

8 .4.(. '4'-9 '4.75 .4(.6 (4..9e.49.( '8

$

-54'

%

5 .4.(. '4'-6 '4.7( .4(.6 .4::6e.4'-8

"

'6

$

--47

%

"

!!

"

!

B

$

.4.6

#与洗板
7

次相比'

表
'

!!

不同浸泡时间对
\]<%

H

检测
X1

及阳性率的影响

浸泡时间$

<

% 阴性对照
X1

阳性对照
X1

质控品
X1

临界值 标本
X1

$

/e=

% 阳性标本)

'

$

W

%*

. .4.56 949(6 949(7 .4(.6 (46('e.4-95

"

-'

$

864.

%

"

' .4.-' '48-7 '48:' .4(.6 (49-8e.4958

"

98

$

774(

%

"

6 .4.'5 '499( '49'5 .4(.6 (4'.9e.4-.6 9.

$

6947

%

(. .4.(: '4':- '4(.9 .4(.6 (4((:e.49-( ':

$

6(45

%

9. .4..5 '4'-' '4.5- .4(.6 (4.66e.4968

"

'5

$

6.4.

%

!!

"

!

B

$

.4.6

#与浸泡
6<

比较'

C

!

讨
!!

论

洗涤过程是
QSV2%

与均相免疫学检测技术的主要区别之

一'

QSV2%

为非均相免疫测定技术#需要通过洗涤操作将特

异性结合于固相的抗原或抗体与温育过程中吸附的非特异成

分分离开#从而保证
QSV2%

检测的特异性#因此洗板是极其关

键的步骤)

9

*

'

\]<%

H

检测采用的是双抗体夹心
QSV2%

#原理是将抗体

$抗原%包被在固相表面后#依次加入待测抗原$抗体%和酶标抗

体$抗原%#充分反应后用洗涤的方法#使固相上形成的抗原
&

抗

体复合物与其他成分分离#洗去游离的酶标抗体$抗原%后加入

底物#根据酶催化底物显色的程度对待测抗原$抗体%进行定性

或定量检测'

QSV2%

常以辣根过氧化物酶$

\#I

%作为酶#以

四甲基联苯胺$

>)]

%为底物#

>)]

经
\#I

作用后变为蓝色#

加入酸性终止液后变为黄色#再以酶标仪进行比色定量)

'

#

-

*

'

因此#操作中的洗涤步骤至关重要'若标本中含有
\]<%

H

#与

抗体结合后固定在反应孔表面#不会被洗涤液洗掉#加入底物

液后#在酶催化下呈显色反应#即为特异性显色反应&若标本中

无
\]<%

H

#就不会形成抗原
&

抗体复合物#酶标抗体也不会结

合上去#经洗涤液充分洗涤后可将其洗掉'如果洗涤不充分

$次数不够或洗涤不干净%#酶标抗体残留在微孔板中#催化底

物呈显色反应#即为非特异性显色反应#导致假阳性结果#且洗

板次数越少#越易造成假阳性)

6&7

*

'一般而言#试剂生产厂商会

通过反复试验验证洗板次数#如果人为减少洗板次数#可能达

不到洗涤效果#而造成假阳性结果'然而#人为增加洗板次数

也可能造成与固相结合的抗原
&

抗体复合物被洗脱#而造成假

阴性结果)

8&:

*

'此外#不但应规范洗板次数#洗板方法也应正

确'洗板时的注意事项!$

(

%采用负压泵抽吸以保证洗板效果'

$

'

%避免因洗液冲洗过猛导致抗原
&

抗体复合物被洗脱而造成

的假阴性结果'$

9

%浸泡时间不能太长#若时间太长#已与固相

结合的抗原
&

抗体复合物有可能漂浮而被洗洗脱#也可导致假

阴性结果'$

-

%洗板次数并非越多越好#洗板次数过多#不但浪

费人力(物力#也可导致假阴性结果'$

6

%不同试剂盒的洗液不

能混用#洗液应按规定的倍数进行稀释)

9

*

'$

7

%酶结合物不耐

干燥#在较高的温度下易失活#因此加入底物前#反应板在空气

中暴露的时间长短也会影响检测结果#时间越长#

X1

值越

低)

(.

*

'准确的洗板方法!弃去孔内液体#洗涤液注满各孔$不

要溢出%#静置
6<

#用负压泵抽吸孔内洗涤液#重复
6

!

7

次后

拍干后滴加显示色剂)

:

*

'一般而言#洗板机的洗板效果优于手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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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洗板'采用洗板机洗板时#应正确设置浸泡时间和洗板次

数'洗板次数较少#造成酶结合物残留#可引起假阳性结果&洗

板次数过多#可造成抗原
&

抗体复合物被洗脱#造成假阴性结

果)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洗板次数越少#假阳性结果越多#洗板
9

次#阳性率为
894'W

#洗板
7

次#阳性率为
6.4.W

#而洗板
5

次#阳性率为
--47W

'此外#随着洗板次数从
-

次增加到
7

次#质控品(阳性标本的
X1

值均呈下降趋势$

B

$

.4.6

%'

综上所述#人为增加洗板次数会造成与固相结合的抗原
&

抗体复合物被洗脱#降低标本检测的
X1

值#影响检测的灵敏

度'有部分检验人员担心洗板次数太少会导致无法洗脱与固

相结合的非特异成分#认为将洗板次数增加
(

!

'

次对结果影

响不大#于是错误地人为增加洗板次数#进而影响了检测结果#

应引起大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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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标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意义分析

杨英番(

!杨
!

椿'

!陈
!

涛9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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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外科!甘肃嘉峪关
896(..

&

94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检验科!甘肃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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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多指标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择卵巢癌患者
-7

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
-6

例%体检健

康女性
6.

例!检测血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2TO

#%糖类抗原
8'-

"

R%8'-

#%

R%('6

%糖类抗原
(::

"

R%(::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
!

卵巢癌患者
>2TO

%

R%8'-

%

R%('6

%

R%(::

水平高于健康者和卵巢良性疾病患者"

B

$

.4.6

#!健康者与卵巢良性疾

病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

>2TO

%

R%8'-

%

R%('6

%

R%(::

单项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灵敏度分别为
5747W

%

7748W

%

8848W

%

6(4(W

!

-

项指标联合检测灵敏度为
:-4(W

!准确度为
:.45W

!特异度为
:945W

$结论
!

>2TO

%

R%('6

%

R%8'-

%

R%(::

联合检测可提高对卵巢癌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对卵巢癌早期诊治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卵巢癌&

!

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

糖类抗原
8'-

&

!

糖类抗原
('6

&

!

糖类抗原
(::

!"#

!

(.4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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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86&.9

!!

卵巢癌是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约占妇科恶性肿瘤

的
(6W

#发病率仅次子宫颈癌和子宫体癌'随着诊治方法水

平的不断提高#卵巢癌患者治疗后的生存率有所提高)

(

*

'然

而#约
8.W

的卵巢癌患者确诊时已为晚期#治疗后的
6

年生存

率仅为
(.W

!

9.W

)

'

*

'目前#尚缺乏可用于卵巢癌早期诊断

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
('6

$

R%('6

%灵敏度和特异

性较低#用于筛查有可能出现漏诊和误诊'临床多采用多肿瘤

标志物联合检测以提高卵巢癌诊断率)

9

*

'本研究分析了卵巢

癌患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2TO

%(糖类抗原
8'-

$

R%8'-

%(

R%('6

(糖类抗原
(::

$

R%(::

%表达水平及阳性率#旨在探讨肿

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卵巢癌中应用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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