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型红细胞输注%患儿
&

应选择
^

型
7.

阴性的红细胞输注*

表
,

!!

产妇
%

血清与#

^

)

668YY

$及#

^

)

HH800

$红细胞

!!!!

吸收'乙醚放散结果

试剂红细胞
^

#

668YY

吸收液 乙醚放散液

^

#

HH800

吸收液 乙醚放散液

^

#

668YY _ (i 'i _

^

#

HH800 (i _ _ 'i

!!

i

!阳性%

_

!阴性*

D

!

讨
!!

论

!!

\89

是新生儿黄疸中常见的一种疾病#黄疸常发生于新

生儿出生后
&(.

内#且进展快#伴有贫血'肝脾肿大#重者可伴

有水肿和心力衰竭*在国内以
"2̂ A\89

为主#其次为
7.A

\89

*引起该病的血型抗体主要为
"2̂

'

7.

血型系统抗体#

亦可见于其他血型系统抗体(

(

)

*抗体主要由输血或妊娠免疫

刺激产生*

新生儿
7.

溶血病很少发生在第
%

胎*分析原因为!$

%

&

第
%

胎所产生抗
A8

抗体效价较低#一般对胎儿无明显影响%

$

&

&自然界中少有与人类红细胞上
7.

血型抗原相同或相似的

抗原存在#以至孕妇血清中
7.

血型系统抗体很少存在天然抗

体或免疫性抗体(

,

)

*

7.8

阴性孕妇妊娠次数的增加会导致抗
A

8

的产生概率明显增加(

+

)

#且妊娠胎次越多#溶血越严重*因

此#对曾有过生产史'流产史或输血史的孕妇#应高度重视
7.

血型系统及其他血型系统引起的
\89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例患儿均系母婴
7.

血型不合#无

"2̂

血型不合#可以排除合并
"2̂ A\89

*

&

例患儿
8"B

均

呈强阳性#值得注意的是患儿
%

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U"B

&阳

性'患儿
&

阴性#曾一度怀疑是否有继续试验的价值*继续试

验患儿
&

红细胞乙醚放散液
U"B

阳性#为后续试验的展开分

析提供了帮助#

&

例患儿均检出高效价致敏红细胞的抗体*骆

宏等(

5

)报道过
%

例
U

P

/

抗
A8

合并
U

P

/

抗
A2

引起的
\89

*因

此#在做溶血试验时#

^

型
7.

阳性的
\89

患儿不能以血型排

除溶血病的可能#单一
U"B

阴性并不能排除患儿有不规则抗

体#单一血型抗体或多系统血型抗体合并均会导致
\89

*

由于新生儿的
"

$

2

&抗原密度较成人低#被结合的抗体也

很少#因此许多
"2̂ A\89

直抗通常为阴性或弱阳性*而
7.A

\89

的直抗都相当强#一般大于或等于
&i

#因此新生儿直抗

强弱是区别
"2̂ A\89

和
7.A\89

的重要标志(

Z

)

*并可依据

直抗强弱决定放散方法#直抗大于或等于
&i

时常用乙醚放

散#反之则常用热放散*患儿经血清学检测鉴定了抗体的特异

性#检测排除其他诊断#综合所有试验结果分析#

&

例患儿均系

高效价
7.

系统抗体引起的
\89

*立即联系临床医生#制订

患儿的输血策略#为患儿进行了换血疗法和综合治疗#黄疸逐

渐消退#贫血纠正#病愈出院*

综上所述#

8"B

阳性时要警惕
7.

血型系统和其他血型

系统引发的溶血病#

8"B

阳性对
\89

试验的后续展开分析

具有方向性作用*为了确诊新生儿
7.

溶血病#应结合
\89

三项试验和
U"B

试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避免漏检影响诊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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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实验室环境湿度和标本放置时间对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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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实验室温度

"

&,[

$恒定!在实验室湿度分别为
'ZV

%

,ZV

和
5ZV

的条件下!将
\H

O

质控血清加入样品杯内!分别检测其在保存
%

%

&

%

'

%

(.

后

的水平!观察各时间段
\H

O

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
!

在室温
&,[

!湿度分别为
,ZV

和
5ZV

的条件下!与放置
%.

时比较!其余各

时间段
\H

O

水平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在湿度
'ZV

的条件下!放置
'

%

(.

后
\H

O

水平与放置
%.

时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结论
!

在室温
&,[

!湿度
,ZV

或
5ZV

时!保存时间在
(.

以内对
\H

O

检测结果影响不大#湿度在

'ZV

时!保存时间在
&.

以内对
\H

O

检测结果影响不大!而保存
'.

及以上将会有明显影响!临床上应重视实验室湿度和标本放

置时间的关系&

关键词"实验室环境湿度#

!

标本放置时间#

!

同型半胱氨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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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型半胱氨酸$

\H

O

&是一种很重要的氨基酸#也称高半胱 氨酸*有研究显示#我国成年高血压患者中伴有高同型半胱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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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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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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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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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血症者约占
5,V

(

%

)

*

\H

O

水平升高与心血管疾病发病密切

相关#已成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6\8

&发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

&

)

*鉴于
\H

O

临床意义的重要性#如何确保其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生化检测过程中#血液标本

的保存时间和方式对检测结果具有明显影响#有许多学者对此

进行了相关报道(

'A,

)

#但仍主要集中在常规生化项目上#有关其

对
\H

O

检测的影响情况目前尚未见报道*同时#在以往的许

多研究中着重分析了实验室温度和保存时间对生化项目的影

响#忽视了实验室湿度的影响作用*由于实际工作中实验室温

度通过空调的使用较易控制#而湿度容易受到不同地区'季节

特别是冬季使用暖气的影响#因此#笔者分析了实验室不同湿

度和标本放置时间对
\H

O

检测结果的影响情况#现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不同实验条件下样品杯内的质控血清*

B)C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为迈瑞
2SAZ**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样品杯为江苏康健医疗没备公司生产的
*),K!

样品杯#

检测试剂为永和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

O

试剂和配

套质控品*

B)D

!

方法
!

将
\H

O

液体质控品分别加入
(

个
*),K!

样品杯

内#各加
'**

#

!

#在室温为
&,[

'湿度
'ZV

的环境下敞口放

置#分别于
%

'

&

'

'

'

(.

进行检测#每个样品杯连续检测
(

次#共

测
5D

%同样在室温为
&,[

#湿度分别为
,ZV

和
5ZV

的条件下

重复进行上述实验*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Me<

表示#采用配对
=

检验进行比较分

析#

2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

以
%.

测定的结果为基准#其他时间段与之做配对
=

检验*

在室温
&,[

#湿度
'ZV

条件下#

\H

O

水平随保存时间延长而

增高%放置
'

'

(.

后
\H

O

水平与放置
%.

时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

*)*,

&*在室温
&,[

#湿度分别为
,ZV

和
5ZV

的

条件下#与放置
%.

时比较#其余各时间段
\H

O

水平无明显变

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见表
%

*

表
%

!!

不同实验条件下
\H

O

水平比较#

Me<

)

#

KCE

(

!

$

湿度
%. &. '. (.

'ZV %()+(e*)*+ %()5Ze*)'(%,)5+e*)'&

"

%+)'Ze*)'=

"

,ZV %()5&e*)%* %()55e*)%'%()Z&e*)&5 %()Z(e*)'=

5ZV %(),5e*)%* %()+*e*)%5%()+%e*)%+ %()+,e*)&%

!!

"

!

2

$

*)*,

#与湿度
'ZV

条件下放置
%.

时比较*

D

!

讨
!!

论

!!

临床化学检验质量控制贯穿于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的

各个环节中#只有严格地控制好各个环节的影响因素才能够确

保临床化学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由于血清标本离开人体后在

不同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质和量的变化#从而对检验结果产生

影响#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差(

+

)

*因此#一般情况下生化血液

标本采集后要立即进行检测*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会由于血

液标本量大而不能及时对标本进行处理#可能出现血清分离不

及时#或者分离后未能及时地进行检测等情况#这都有可能对

血液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5

)

*因此#探讨标本的保存

时间和湿度对于检验结果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湿度条件下#保存时间对
\H

O

检

测结果的影响不同*在湿度
'ZV

条件下#保存时间在
&.

以内

对
\H

O

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而放置
'.

及以上时其
\H

O

水

平与放置
%.

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在湿度

分别为
,ZV

和
5ZV

的条件下#保存时间在
(.

以内对
\H

O

检

测结果无明显影响#分析原因可能与水分蒸发产生的干扰有

关(

ZA=

)

#在湿度
'ZV

条件下标本水分蒸发明显要快于湿度
,ZV

和
5ZV

*由于实际工作中标本常常需要
'

"

(.

才能完全出结

果(

%*

)

#因此#尽管一般生化分析仪的说明书允许湿度为
',V

"

Z*V

#但为降低水分蒸发对
\H

O

检测结果的影响#在临床检测

时应尽可能地控制实验室湿度在
,ZV

"

5ZV

*而在我国新

疆'青海'西藏'甘肃'内蒙等地区的环境湿度常会低于
'ZV

甚

至
%,V

(

%%A%&

)

#对于这些地区笔者建议要加强湿度监测#有条件

的实验室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实验室湿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条

件不足的也要争取在
&.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项目检测#对

于确实标本量很大的实验室#建议根据不同生化机型合理安排

标本加入样品杯的时间%原血试管取完样后最好加盖保存#以

减少水分蒸发的影响%对于敞口放置时间过久的标本应重新取

样检测*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说明实验室湿度不同#标本放置

时间的具体要求会有所不同#由于本研究中未涉及更低湿度

$

$

'ZV

&的标本放置时间#国内也尚未发现相关报道#因此建

议在一些低湿度地区应尽早建立实验室湿度和标本放置时间

的标准#以免影响检验结果*

综上所述#在恒定温度下#不同湿度和标本放置时间对

\H

O

检测结果的影响不同#临床上应重视实验室湿度和标本放

置时间的关系#对其他生化项目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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