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瑞
P.>$'&%

分析仪采用胶乳试剂免疫比浊法的原理检

测
.(-

#通过红细胞压积*白细胞压积和血小板压积的实测值

校正
.(-

检测结果'计算公式为!

.(-9.(-

定标曲线计算

值"$

!5P.?4

&#

P.?

为白细胞压积*红细胞压积*血小板压

积之和(#以确保全血与血清标本
.(-

检测结果一致#提高了

结果准确性#优于床旁检验$

-a.?

&分析仪)

进行血常规检测时#不同抗凝剂对白细胞计数结果几乎无

影响#对红细胞压积检测结果也影响较小'

1>&

(

)目前血常规检

测广泛使用的抗凝剂是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学会$

Y._̀

&推荐的

\,?*>O

"

)

\,?*>O

"

可有效结合血液中的钙离子#通过膜离

子通道进入血小板内'

!%>!!

(

)

\?,*>O

"

对钙离子的螯合作用

强于枸橼酸钠#能更好地防止血小板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的

凝集#对血小板计数影响较小#有较好的稳定性'

!">!'

(

)此外#

\,?*>O

"

血细胞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7

(

)因此#采用迈瑞
P.>

$'&%

分析仪检测
\,?*>O

"

抗凝全血标本
.(-

水平#结果更

加准确)肝素主要通过抑制凝血活酶与凝血酶的形成'

!$

(

#同

时激活纤溶酶而发挥抗凝作用)肝素可引起血小板聚集及肿

胀#肝素过量可破坏血小板#对血小板检测结果影响较

大'

!2>!3

(

)因此#采用校正公式进行计算时#肝素抗凝全血标本

.(-

检测结果低于
\,?*>O

"

抗凝标本检测结果#出现系统误

差和假阴性结果)

本研究证实#迈瑞
P.>$'&%

分析仪对不同抗凝剂抗凝标本

的
.(-

检测结果有所差异)因此#在开展新项目*使用新仪器

时#应注意抗凝剂的选择#避免因仪器和方法学的改变而用错

抗凝剂)护士在采集外周血标本时#应根据检验项目使用正确

的抗凝管#做好分析前质量控制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更应严

格根据检测系统的要求使用相应的抗凝标本#不能交叉使用或

者一管多用#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

\,?*>O

"

与肝素的抗凝机制不同#对血细胞的

影响不同#导致迈瑞
P.>$'&%

分析仪对不同抗凝剂抗凝标本的

.(-

检测结果存在差异)采用肝素抗凝全血标本对迈瑞
P.>

$'&%

分析仪
.(-

检测结果影响较大)不同的仪器*方法学*

检测项目应根据各自的要求使用相应的抗凝剂#不能随意更换

抗凝剂种类#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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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和进口试剂盒
\P

病毒
V.*>Y

H

*

检测结果比较分析

李林芳!

!曾秋耀!

!梁柱铭"

"

!#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广东广州
$!%%2%

#

"#

广东医学院!广东东莞
$"'1%1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进口与国产试剂盒检测
\P

病毒壳抗原免疫球蛋白
*

抗体"

V.*>Y

H

*

$检测结果的诊断效能及符合性%

方法
!

采用两种试剂盒对
!'1

例鼻咽癌确诊患者和
!'1

例体检健康者进行血清
V.*>Y

H

*

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

国产&进口试剂盒检测
V.*>Y

H

*

的诊断率分别为
11#%74

&

1'#3%4

#检测结果阳性符合率为
&7#$$4

!阴性符合率为

3$#214

!总符合率为
12#&24

!

O(

33

(

值为
%#3""

%结论
!

两种试剂盒
V.*>Y

H

*

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诊断率与一致性%

关键词"鼻咽癌#

!

V.*>Y

H

*

#

!

试剂盒

!"#

!

!%#'&2&

"

:

#;<<=#!23'>7!'%#"%!2#%2#%$'

文献标识码"

P

文章编号"

!23'>7!'%

"

"%!2

$

%2>%1'!>%'

!!

鼻咽癌是源于鼻咽部上皮组织的恶性度较高的肿瘤#病变 隐蔽*早期症状不明显#常易误诊和漏诊)鼻咽癌患者病死率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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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GD+E"%!2

!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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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寻找敏感*特异的标志物有助于鼻

咽癌的早期诊治#从而提高早期鼻咽癌患者生存率'

!

(

)

\P

病

毒感染与鼻咽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血清
\P

病毒抗体检

测已成为早期筛查鼻咽癌的常用方法'

">'

(

)近年来#国内医疗

机构已广泛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Y_*

&试剂盒检测
\P

病

毒相关抗体)有研究显示#

\P

病毒壳抗原免疫球蛋白
*

抗体

$

V.*>Y

H

*

&滴度与鼻咽癌发病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7

(

)本

研究分析了国产和进口试剂盒
\P

病毒
V.*>Y

H

*

检测结果的

诊断率和符合率)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7

年
!

月
!

日至
2

月
!

日于中山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鼻咽癌确诊患者
!'1

例$患者组&#均为未

接受治疗的初诊患者#男
&"

例#女
72

例#年龄
!&

!

3%

岁%未分

化型非角化性癌
!"2

例#低分化型鳞状细胞癌
!"

例)与患者

组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同期体检健康者
!'1

例纳入对照组)

A#B

!

仪器与试剂
!

同昕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北京

同昕公司&

\[Y_*

法
\P

病毒
V.*>Y

H

*

诊断试剂盒$批号!

"%!$%7%%7

&#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简称德国欧蒙

公司&

\[Y_*

法
\P

病 毒
V.*>Y

H

*

诊 断 试 剂 盒 $批 号!

\!7!"%1P*

&)赛默飞世尔仪器有限公司
0Q/6;<TG=W.

型酶

标仪#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

A#C

!

方法
!

采集受试者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标本#分别采用

"

种试剂进行
\P

病毒
V.*>Y

H

*

检测)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一致性检验采用
O(

33

(

检验)以
"

&

%#%$

为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不同试剂检测结果诊断效能分析
!

欧蒙试剂盒
V.*>

Y

H

*

检测灵敏度为
!%%#%%4

#特异度为
23#'&4

#诊断率为

1'#3%4

%同昕试剂盒
V.*>Y

H

*

检测灵敏度为
&3#1'4

#特异

度为
31#"24

#诊断率为
11#%74

#二者诊断效能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试剂盒
\P

病毒
V.*>Y

H

*

诊断效能分析#

*

$

组别
欧蒙试剂盒

阳性 阴性

同昕试剂盒

阳性 阴性

患者组
!'1 % !'$ '

对照组
7$ &' '% !%1

表
"

!!

不同试剂盒检测结果符合率分析#

*

$

同昕试剂盒
欧蒙试剂盒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2 & !2$

阴性
"3 17 !!!

合计
!1' &' "32

B#B

!

不同试剂检测结果符合率分析
!

欧蒙*同昕试剂盒检测

结果阳性符合率为
&7#$$4

#阴性符合率为
3$#214

#总符合率

为
12#&24

#

O(

33

(

值为
%#3""

#说明欧蒙*同昕试剂盒
\P

病

毒
V.*>Y

H

*

检测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见表
"

)

C

!

讨
!!

论

!!

鼻咽癌是国内南方地区高发性肿瘤之一'

$

(

)血清
\P

病

毒
V.*>Y

H

*

是早期诊断鼻咽癌的指标之一#广泛应用于鼻咽

癌初筛#且有研究证实
\[Y_*

法与传统免疫酶法检测结果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

2

(

)本研究对北京同昕公司与德国欧蒙公司

\P

病毒
V.*>Y

H

*

试剂盒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

种试剂对鼻咽癌的诊断效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本研究中#欧蒙试剂盒检测
V.*>Y

H

*

的诊断率为

1'#3%4

#而罗玲等'

3

(的研究结果显示欧蒙试剂盒检测
V.*>

Y

H

*

的诊断率为
32#%&4

#与本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可能与纳

入研究的患者构成不同有关#有可能与纳入的样本量不同有

关#也可能与厂家对试剂盒检测方法进行了改良有关)本研究

采用
O(

33

(

检验分析了
"

种试剂检测结果的符合性#结果显

示
O(

33

(

值为
%#3""

#说明
"

种试剂盒
\P

病毒
V.*>Y

H

*

检

测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目前#采用
\[Y_*

法检测
\P

病毒抗体的试剂盒较多#部

分医院因进口试剂昂贵而选用国产试剂)笔者认为#临床实验

室应根据医院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试剂盒)笔者所在医院采

用
\[Y_*

法
\P

病毒
V.*>Y

H

*

检测试剂盒对体检人群进行

鼻咽癌初筛#阳性标本以传统免疫酶法作稀释度试验#以最高

稀释度报告临床)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如何确定适用于鼻

咽癌初筛的具有较高性价比的试剂盒)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

少数鼻咽癌确诊患者血清
\P

病毒
V.*>Y

H

*

检测结果为阴

性#因此#有必要采用
\P

病毒多抗体联合检测的方法提高鼻

咽癌诊断率'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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