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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蛋白仪是一款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

且故障率较低的仪器#通过速率散射比浊法进行测量#根据医

学实验室认可的标准#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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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价+检测系统性能评价是医学实验室认可的重要内容#

检测系统未经评价和验证直接应用有可能会降低其性能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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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项目的不断增加(仪器及试剂

品种繁多#检验质量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国内外对

于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要求主要是以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法

案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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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病理学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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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室认可

计划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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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

认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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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认可管理强调临床实验室必须有计

划地定期对实验室内的检测系统参数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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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际标准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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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体系认可要求#通过实验设

计#对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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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蛋白仪进行验证+

检测系统中最主要(最基础的分析性是精密度和准确度+

精密度是首先完成的评价#在重复性良好的情况下完成其他试

验#否则评价缺乏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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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测系统的不同分析

性能提供了各种评价验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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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评价与验证临

床实验室定量分析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方法简单(方便#适

用于日常和单个医学实验室的验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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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进行精

密度性能分析#结合试验室自身条件#将评判标准按照卫生部

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量评价特种蛋白项目的可接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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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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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采用多项式回归方法评价仪器的线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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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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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N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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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I

9-

个项目在给定的范

围内呈线性+而
0#

(

0$

呈非线性#原因可能为!

0#

(

0$

的检测

范围较小#稀释增加了基质效应#故在日常工作中#

0#

(

0$

稀释

后的结果是不可靠的+

在临床工作中#高值标本对低值标本的携带污染不容小

觑#

R))9/V'((

特种蛋白仪标本针携带污染率为
(&("%,

#

小于
(&(%,

#可满足临床需求#不影响加样顺序+

由于种族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分布不同(人群生活习惯不

同#故应建立适合本实验室的参考值范围&首先根据说明书的

健康成人参考值范围进行验证#随机选择
"(

位健康成人#验证

参考值范围&经验证#参考值符合要求+故认为可以使用厂家

的参考值范围+

通常一个检测系统应用到临床之前#实验室必须对其进行

性能验证#最主要的性能指标包括精密度(准确度(检测线性范

围以及参考范围是否符合当地人群)

!"

*

+

R))9/V'((

虽然不

属于新的检测系统#但因为使用年限长达
'

年#故也需要进行

性能验证+根据验证结果#证明该仪器在按时按需进行保养情

况下#可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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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肌红蛋白在氧化镍纳米粒子中的固定及新型生物传感器的制备

马大威

#黄石市阳新县第三人民医院!湖北黄石
$#%(((

%

!!

摘
!

要"目的
!

对肌红蛋白#

)B

%在氧化镍纳米粒子中的固定情况和新型生物传感器的制备情况进行探讨&方法
!

测试氧化

镍纳米粒子改性石墨电极#

/V

%上
)B

所表现出来的电化学情况!同时进行新型生物传感器制备&结果
!

)B

固定在
)B

)氧化镍

#

U6]

%)二甲亚砜#

2)*]

%膜中时!其分子所具有的活性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持!其对
P

"

]

"

具有电催化活性!且表观米氏常数具体

为
(&"!@@:<

)

1

'灵敏度表现为
$!+@9C@

"

1

)

@:<

!具有极高的亲和性$

)B

的检出限表现为
(&(#4

.

@:<

)

1

&结论
!

)B

存在明显

和稳定的氧化还原峰!

)B

分子与电极间发生的电子传递受到
2)*]

的严重影响$将其固定于
)B

)

U6]

)

2)*]

膜中时!更有利于

其分子活性的维持!其对
P

"

]

"

表现出高亲和性&

关键词"肌红蛋白$

!

氧化镍纳米粒子$

!

新型生物传感器

!"#

!

!(&#4-4

"

5

&6778&!-+#3$!#(&"(!-&!(&($%

文献标识码"

9

文章编号"

!-+#3$!#(

#

"(!-

%

!(3!$($3(#

!!

肌红蛋白%

)B

'为具有
!

个含铁血红素辅基和
!%#

个氨基

酸的多肽链共同组合而成的一个亚铁血红素蛋白#其相对分子

质量为
!+&%j!(

#

#其在机体中主要存在于心肌(骨骼肌等组

织中)

!

*

+加强对蛋白质电催化(直接电化学的深入研究#对认

识机体电子转移机制(相关具有生命物质在机体中的代谢情况

等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

*

+目前#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

利用纳米材料(离子聚合物等进行组装(交联等之后#使血红素

蛋白质能够被固定在电极表面#进而实现对
)B

与电极存在的

传递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中主要对
)B

在纳米粒子上的固

定情况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在本研究中#在石墨电极的表面进行氧化镍

%

U6]

'纳米粒子修饰#然后将
)B

固定于石墨电极的表面#进

而实现对蛋白质在电极上所发生的直接电化学行为进行分析

和研究+

A&B

!

仪器与试剂
!

本研究所应用到的相关仪器主要有!

0PR--(0

电化学工作站%生产企业!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T?C3

A:E""\.3R[

傅立叶红外光谱%生产企业!

XEMG?E

公司'(扫描电

子图像分析仪%生产企业!德国
/?@686

公司'(

.c3!4(!

双光束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生产企业!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此外还有石墨电极%

/V

'和饱和甘汞电极%

*0V

'+研究

中所用的试剂主要有!

)!''")B

#研究所用水均为二次蒸馏

水#使用到的其他试剂全部为分析纯+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溶液

9

(溶液
X

(溶液
0

共
#

种溶液&

9

种为
)B

浓度为
"&(

I

"

1

水

溶液&

X

种为
U6]

浓度为
$&(

I

"

1

二甲亚砜%

2)*]

'悬浮液&

0

种为溶液
U6]

浓度为
$&(

I

"

1

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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