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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肝脏合成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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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作为一

种重要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当机体出现炎症时#其值会迅速

升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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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细菌或病毒感染的一个首选指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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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

分析仪应运而生#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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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仪相继产生#与常规仪器相比#具有操作简单(检测迅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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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检测系统对相同项目进行定期检测和比对#根据比对结果

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不同检测系统间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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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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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的测量值均具有良

好的可比性'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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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急性炎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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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率比正常值高出几百甚至几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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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系统的出现可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病情#

有助于临床医生为患者作出快速准确诊断#并进行有效合理的

治疗#更好地服务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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