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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即时检验技术$

5\!1

&已成为当

前检验医学发展的潮流和热点#主要特点是快速得出结果#操

作简便#容易使用和小型化)随着诊断和辅助技术的进步#以

及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及治疗水平提高的要求#

5\!1

逐渐受到

关注'

"

(

)微流控芯片技术是
#"

世纪最为重要的前沿技术之

一#它把生物*化学*医学分析过程中的样品制备*反应*分离*

检测等基本操作单元集成到一块微米尺度的芯片上'

#

(

#自动完

成分析全过程)将微流控芯片技术引入到
5\!1

设备#开创

了
5\!1

发展的新局面)结合微流控芯片技术的
5\!1

分析

仪兼具高准确度*低需血量*操作简单*检测试剂用量少*成本

低等优点#非常适用于中国这样具有庞大基层医疗系统且试剂

使用量极大的国家)因此建立操作简易*价格低廉*实时报告

的
5\!1

分析系统对发挥广大基层医院在疾病预防及诊疗中

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是对宁波美康保生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所研发

的
5\!1

分析仪及配套的试剂盘片套餐中的天冬氨酸转氨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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