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移植胚胎数
<6#

枚#临床妊娠率
T<6T;̂

#种植率
$;6<"̂

#

流产率
!<67#̂

)

表
$

!!

质控品测试结果

项目 靶值 测值试 相对偏倚$

^

%

[a

$

?UY

"

?[

%

!

高值
T$68# TT6# <68!

!

低值
!#68# 76%! N"6;T

'

<

$

IE

"

?[

%

!

高值
<#!!6## <#876## <6%%

!

低值
$8!6## $;T6## N;6;$

E

$

2

E

"

?[

%

!

高值
!%6%# !76<# <6!$

!

低值
"6"< "6TT N<6<#

表
;

!!

!!%

个周期激素检测结果$

:j?

%

项目 降调日
(2

启动日 停药日

[a

$

?UY

"

?[

%

<6$!j!6T< <6T8j!6$T ;6#$j#6T!

'

<

$

IE

"

?[

%

<;6T<jT67$ <T6T#j86#$ $8<T6##j$;T6##

E

$

2

E

"

?[

%

#6T;j#6<< #68#j#6$; !6%T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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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玉隆等'

T

(与毕波等'

8

(认为医学实验室认可是目前检验

医学界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随着医学实验室国际标准化组织

$

UP]

%

!T!%7

认可工作的开展和普及#要求实验室必须按照标

准建立规范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

(

)开展日常室内质控是为了

监测和评价本实验室工作的质量#决定检验报告能否发放所采

取的一系列检查*控制手段#旨在检测和控制本实验室常规工

作的精密度#并检测其准确度的改变)

罗氏
+]Q&P.8#!

全自动化学免疫分析仪#对生殖激素及

肿瘤标记物检测#在性能及灵敏度方面已得到国内大多实验室

的认可'

%

(

)根据
UP]!T!%7

对临床实验室质量的要求及方法

学评价#最主要的验证指标是精密度和准确度的检测)

精密度是指在规定条件下所得独立试验结果间的符合程

度)在其评价中#参照
+[PU

的
'*)T&

文件提供的方法进行了

批内和批间重复性试验#试验血清检测结果的批内和批间精密

度达到了厂家给定的要求#而厂家给定的精密度要求远低于

+[PU

规定的性能要求#检测结果的精密度也完全满足
+[PU

的

性能要求#检测系统良好的精密度性能也是取得准确检测结果

的前提)

准确度是指检测值与真值接近的程度#一般用偏差表示)

本文中列举了实验血清回收试验与厂家提供质控品的日常室

间质控测试#检验结果提示#回收率与相对偏倚均在允许范围

内#表明准确度符合要求)

较高的临床妊娠率#让不孕不育夫妻获得一个健康的宝

宝#是生殖医学者不断探索的目标)对于进入
&,=

周期的患

者#生殖激素的检测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本文选择在

&,=

周期中检查具有代表性的
[a

*

'

<

*

*

三种激素#在降调

日*

(2

启动日*停药日#通过室内质控方法监管日常实验技术

操作#对
!!%

个
U\S

移植周期进行临床动态分析)数据显示#

<*R

受精率
%"67̂

#优胚率
T;688̂

#胚胎利用率
8#6%$̂

#平

均临床妊娠率
T<6T;̂

#种植率
$;6<"̂

#流产率
!<67#̂

#获得

了较为满意的临床结局#能满足临床和患者需求#验证了在室

内质控作用下检测生殖激素在
&,=

中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

中#生殖激素的检测既有实验室的一般特征#又有内

分泌学科的特殊性)实验室应坚持严格的质量管理#在室内质

控的监测下#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就能得到临床满意的结果)

今后#本院生殖中心实验室将继续加大力度提高检验质量

控制#实时参加院外室间质量评估#建立信息化平台#互通交

流#确保高质量的检验结果#为临床医生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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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释放分析在结核病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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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
<<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全国第
T

次结

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显示#结核病患者数每年约为
!$#

万#

占全球发病人数的
!;6$̂

#位居全球第
<

位'

!

(

)而结核分枝

杆菌可侵袭人体各个部位#临床表现多样#早期快速诊断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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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难度)现阶段实验室对结核的诊断主要依靠痰液涂片*结

核分枝杆菌
WR&

$

=Q)WR&

%检测*结核抗体及结核分枝杆菌

培养)近年来一种诊断结核感染的免疫学新方法222

3

干扰

素释放分析$

U(,&

%逐渐被推广#并应用于临床)

=Q)U(,&

原

理是刺激机体#使
=

淋巴细胞再次活化#释放
3

干扰素#通过

检测特异性抗原刺激
3

干扰素的分泌后诊断结核感染)本院

<#!;

年开展此项目#下面结合结核分枝杆菌相关
3

)

干扰素的

定量检测结果探讨其在临床的应用)

B

!

资料与方法

B6B

!

一般资料
!

选择
T;<

例患者#其中确诊结核感染患者

T!<

例纳入结核组#健康体检者
$#

例纳入对照组#经严格检

查#排除结核感染和患有其他疾病)结核感染按照,肺结核诊

断和治疗指南-确诊'

<

(

)两组研究对象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E

$

#6#T

%#具有可比性)

B6C

!

仪器与试剂
!

=Q)U(,&

试剂$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采血管$美国
QW

公司提供的无内毒素的肝素抗凝真

空采血管%*加样器*温箱*台式离心机*

=a',L] LV$

酶标

仪*

,=)$!##

洗板机等)

B6D

!

方法
!

在
<G

内将采集的全血标本$不低于
;?[

%轻轻

颠倒混匀后分装到.

R

/*.

=

/*.

*

/

$

种培养管中$每管
!?[

%#

然后颠倒混匀放入
$"_

温箱培养$

<<j<

%

G

#培养后的培养管

以
$###

)

T###1

"

?:2

离心
!#?:2

#取血浆进行
'[UP&

检测)

严格按作业指导书操作)

B6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76#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E

%

#6#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结核组
=Q)U(,&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f";6%!

#

E

%

#6#T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
=Q)U(,&

阳性率比较

组别
%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

%

对照组
$# ! <7 $6$$

结核组
T!< $7# !<<

"86!"

"

合计
T;< $7! !T! "<6!;

!!

"

!

.

<

f";6%!

#

E

%

#6#T

#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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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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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属乙类传染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

之一#而耐多药结核病的增多#以及移民和流动人口导致结核

病难以控制)因此#结核病仍然是我国重点控制的主要疾病之

一'

$

(

)结核在人群中的传染源主要是结核病患者#通过咳嗽*

喷嚏*大笑*大声谈话等方式将含有结核分枝杆菌的微滴排到

空气中而传播)而现有的诊断方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临

床症状和影像学检查特征有助于疑似患者的发现#但进一步诊

断需要实验室确诊#

U(,&

可用于肺结核的辅助诊断*非结核

分枝杆菌引起的肺部疾病的鉴别诊断*肺外结核的辅助诊断*

抗结核疗效的评估及结核分枝杆菌的潜伏感染等#

U(,&

是实

验室检测结核的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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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的理解

郭月丽!梅序桥!徐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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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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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在节段性坏死性肾小球肾炎患者血清中#

W@C:./

等首次发现一种
U

E

(

类性质的抗体#而这类抗体的靶抗原就是

中性粒细胞胞浆抗原#又将其称为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

&R+&

%)

!7%T

年#在
-.

E

2.1

肉芽肿$

-(

%患者血清中#

\@2D.1

又发现其存在
&R+&

#他对
&R+&

与
-(

诊断的特异

度给予肯定)从此以后#许多学者致力于其他血管炎与
&R)

+&

的研究#如显微镜下多动脉炎$

L*&

%*

+G>1

E

)P01@>//

综合

征$

+PP

%等#他们发现
&R+&

与它们都有相关性#故认为
&R)

+&

可能是原发性小血管炎的血清标记抗体)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

&R+&

在其他疾病中也被发现#如类风湿关节炎

$

,&

%*溃疡性结肠炎$

Y+

%*特发性坏死性新月体性肾小球肾

炎$

R+(R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Q+

%等)

B

!

&R+&

检测方法及其靶抗原的化学性质

间接免疫荧光法$

UUS

%是检测
&R+&

最早采用的方法#也

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检测法)它是一种筛选试验#常用的固定剂

是乙醇#其次是甲醛及
a.

I

<

细胞)如前文所述#

&R+&

主要

是
U

E

(

型)它和抗核抗体谱一样#是一类针对抗中性粒细胞胞

浆抗原的自身抗体总称)中性粒细胞中的髓样颗粒蛋白是这

类抗体作用的主要抗原成分)而对中性粒细胞中的髓样颗粒

蛋白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其主要的颗粒蛋白有两种#一种是蛋

白水解酶
$

$

*,$

%&另外一种是髓过氧化物酶$

L*]

%)当然除

了这两种主要成分#还包括其他成分#如乳铁蛋白*弹性蛋白

酶*溶酶体*防御素*

"

葡萄糖醛酸酶*组织蛋白酶
(

*

1

)

烯醇化

酶*增加通透性杀菌蛋白$

Q*U

%*天青杀素*人溶酶体相关膜蛋

白
<

$

a)[&L*<

%等)本文重点阐述前两种!通过免疫荧光方

法#图形表现为
+&R+&

的靶抗原#主要为
*,$

'

!

(

#约占
%#̂

)

其次还有
Q*U

*弹力蛋白*组织蛋白
(

*天青杀素等'

<

(

&表达

*&R+&

的靶抗原主要为
L*]

#其次是溶酶体*

[S

及部分天

青杀素*

Q*U

也有表现为
&R+&

的报道'

$

(

)针对于上述对

&R+&

靶抗原的研究#根据不同的靶抗原#

&R+&

被分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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