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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肝素锂对比浊法检测微量总蛋白的干扰效应!并对其进行相关方法性能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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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配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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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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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干扰物剂量效应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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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标本检测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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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蛋白质标本的结果偏倚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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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蛋白质标本的结果偏倚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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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蛋白质标本的干扰物剂量呈线性相关!其线性方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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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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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锂是比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的外源性干扰物!它对微量蛋白质检测结果为正干扰!特别对低水平微量蛋白

质检测的干扰效果更明显!且随着肝素锂浓度升高!干扰效果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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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蛋白质的检测主要用于尿液和脑脊液标本检测#这些

标本中蛋白质水平升高是早期肾病*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疾

病*脑膜炎*脑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疾病的诊断和疗效

观察的重要指标)影响微量蛋白质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其中

干扰物对试验的干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应用比浊法

检测微量蛋白质过程中#发现肝素锂污染以上标本后#可能导

致微量蛋白质结果明显升高的现象#肝素锂是否是影响比浊法

检测微量蛋白质结果的干扰物质0 目前相关文献鲜有报道)

本研究按照
-P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

准222干扰实验指南-#对此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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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加入苄索氯铵#产生的浊度与蛋白质浓度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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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锂干扰比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的判断标准
!

干扰

筛查试验配对标本间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6#T

%#且

偏倚大于或等于
!#̂

)其判定依据以下标准!$

!

%

+[U&h%%

常

见生化质量指标中总蛋白的允许总误差小于
!#̂

'

!

(

&$

<

%本试

剂盒声明$见试剂盒说明书%检测微量质白质的最大变异系数

$

)W

%不超过
T6$̂

#偏倚大于或等于
!#̂

则完全排除试验不

精密度引起的试验误差)

B6D6L

!

干扰物剂量效应评价试验
!

按文献'

!)<

(的方法进行

干扰物剂量效应评价试验)用浓度为
#6!"<

*

#6;<"

E

"

[

的微

量蛋白尿液标本#制备对照样品和试验样品)$

!

%对照标本!

#67T?[

尿液标本与
#6#T?[

生理盐水混合制备#肝素锂浓

度为
#6###

)$

<

%试验标本!

#67T?[

尿液标本与
#6#T?[

不同

浓度的肝素锂溶液混合#配制成含肝素锂终浓度为
#6#<T

*

#6#$#

*

#6#$T

*

#6#;#

*

#6#;T

*

#6#T#?

E

"

?[

的
8

个系列试验样

品)每个浓度标本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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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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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锂对比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结果的干扰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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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物浓度与微量蛋白质测量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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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锂可致微

量蛋白质测定结果明显升高#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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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微量蛋白质

检测的干扰效果#较对
#6;<"

E

"

[

水平微量蛋白质检测更明

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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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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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工作中发现肝素锂污染微量蛋白质标本后#应用比

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其结果明显升高)本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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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绕干扰#进行了相关方法性能评价)

本文对所检测试验标本#均重复了
;

次#并计算了批内精

密度#结果显示#比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的最大
)W

$

<6""̂

%小

于试剂盒说明书最大允许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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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

%#同时也未超过蛋白质测

定的试验允许总误差$

!#̂

%)由此说明#干扰筛查试验中干扰

$配对%标本结果间的偏倚不是由试验变异引起的#而是肝素锂

的干扰作用结果)本研究结果还证实#肝素锂对检测不同浓度

微量蛋白质的干扰效果呈线性相关#从线性方程可见#斜率为

正值#表明其肝素锂引起干扰为正干扰#当样品中污染肝素锂

时#可以导致检测结果明显升高)

有文献指出#在测定分析物过程中#不同浓度的干扰物所

产生的干扰作用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进行配对差异试验时有

必要选择合适的干扰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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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干扰物剂量效应评

价试验结果证实了不同浓度肝素锂对含同样浓度微量蛋白质

标本的干扰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表明一定浓度微量蛋白质标本

随着肝素锂浓度的增加#干扰效果明显增强)另一方面#随着

标本中微量蛋白质浓度增加#同浓度的肝素锂对检测结果的干

扰效果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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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锂的干扰效果也只是在一

定分析物浓度范围内出现#即当标本中微量蛋白浓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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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浓度肝素锂的干扰效果可能已不明显)

参考试验盒尿液微量蛋白质参考区间和临床病理诊断意

义#选择参考区间高限接近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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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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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试验标本浓度#这
<

种浓度有利于观察干扰

效果#评价干扰导致的误差属性)可以认为#本试验干扰产生

的误差既是比例系统误差#也是恒定系统误差)

肝素锂对比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的干扰机制还有待探讨)

但观察它的干扰效果及其干扰的有限性#推测其机制可能是!

一定浓度$

$

#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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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素锂#在一定
I

a

条件下#锂

离子可能与苄索氯铵反应#形成悬浮颗粒状物质#从而增加液

体浊度#随即引起一定浓度范围$小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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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量蛋白质

结果假性升高)当然#这一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本研究表明#肝素锂是比浊法检测微量蛋白质的外源性干

扰物#它对微量蛋白质检测结果为正干扰#特别对低水平微量

蛋白质检测的干扰效果更明显#且随着肝素锂浓度升高#干扰

效果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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