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溶性的
[1+

寡聚体'因此#相对于血清标本而言#血浆标本

可能更早更敏感地反映出机体的高凝状况#对疾病的早期诊断

方面优于血清标本'但在溶栓治疗方面#需要观察的是凝固后

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血清标本可以避免血液早期生成的

[1+

寡聚体的影响#此时用血清标本做
Z9

二聚体检测更能准

确地反映出血栓溶解的效果'

检测枸橼酸盐抗凝血浆和血清标本
Z9

二聚体#通过
#

种

标本处理方法$标本采集后立即离心检测血浆和血清(采集后

标本
0m

放置
"0@

再进行离心检测(标本离心后的血清与血

浆在
0m

放置
"0@

再进行测试&#结果显示两类标本检测值在

#

种处置方法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相关性良好)

(

*

'而本实验

所用血浆标本为固态
VZ:49Q

"

抗凝#排除了枸橼酸盐抗凝血

液标本时的稀释因素对标本中
Z9

二聚体检测的影响#此是本

实验所得结论与其报道有差别的原因所在'

血浆内
Z9

二聚体高于血清的原因可能在于!厂家生产的

胶乳包被的
Z9

二聚体抗体试剂特异性不够强#在用胶乳免疫

比浊法测
Z9

二聚体时#检测试剂可能也与血浆中的含有
Z9

二

聚体结构的
[1+

寡聚体#发生了交叉反应'而血清标本在体

外试管中发生了血液的重新凝固#血液中的
[1+

寡聚体随血

液在试管中的充分凝固而可能重新聚合成不溶性的纤维蛋白#

这些包含有
Z9

二聚体结构的物质在血清标本中因凝固而消耗

消失#以致用血清样本检测
Z9

二聚体时只有单纯的
Z9

二聚体

被测到#结果低于血浆'

人体在病理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类型的
Z9

二聚体#其检测

方法也很多#经常使用的有乳胶凝集法(酶联免疫吸附法(荧光

抗体检测法(免疫金标法#目前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并且不

同的检测试剂和方法只能检测某种类型的
Z9

二聚体#而不是

所有的含
Z9

二聚体的片段#因此各类试剂在对标本进行测定

时#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也存着在明显差异)

!'

*

'

高海兵等)

!!

*报道目前对
Z9

二聚体的检测#实质上是对混

合有
Z9

二聚体的纤维蛋白片段进行测定'免疫比浊法检测
Z9

二聚体时#单克隆抗体不仅特异地识别了
Z9

二聚体的抗原决

定簇#还和高分子量的交联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有交叉反应)

!"

*

'

所以#对临床上
Z9

二聚体的检测#商品试剂盒
Z9

二聚体片段检

测的特异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以便能更准确地反映溶栓治

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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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生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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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危急值报告
&0-(

例#比例最高的是

Q

$

",$(,.

&#其次是
Y:8)

$

"-$-,.

&%全年危急值项目总测试

数
"'--00

例#危急值发生率为
"$%0.

#其中危急值发生率最

高的项目是
/O

"

$

"'$'&.

&#其次是
Y:8)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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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值发生频率最高的科室是呼吸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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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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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心血管内科$

&&"

例&(神经内科$

&"-

例&和消化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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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血气
/c

全年无一例危急值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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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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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生化室危急值的发生率(构成比与其他综合性医院并不一

致)

0

*

#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医院所收治的患者类型并不一致#另

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危急值的制定并无统一标准#各医院都是根

据自身规模(专科特色(标本量等情况来制定危急值项目及

范围'

Y:8)

作为心肌损伤的灵敏指标#在临床上常作为诊断心

梗的首选指标%急性心梗诊断的
EF>9;GG

值为
'$&8

*

"

CT

#三甲

医院根据自身情况将
Y:8)

的危急值警戒线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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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

CT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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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采用较低的危急值阀值#有利于临床及

早采取治疗措施#使患者受益#但是急性心衰(肾衰竭(脓毒血

症等情况都可引起
Y:8)

水平升高)

-

*

'因此#低阈值的报告需

要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情况具体分析%本院
Y:8)

的危急值阈值

是与临床医生广泛沟通后得到的#因此符合本院实际情况'

本院危急值发生频率最高的科室是呼吸内科#

)Yg

和心血

管内科#这几个科患者多#病情重#因此危急值频率比较高)

,

*

'

其次神经内科和消化内科危急值发生频率也很高#应该引起检

验科与临床足够重视'

本院全年
#0'%

例血气分析#

/c

危急值
'

例#这提示了该

危急值范围的设定可能存在缺陷#根据此情况#与临床科室沟

通后#对血气
/c

的范围进行了重新修订)

(9!'

*

'

通过对
"'!&

年生化室的危急值情况的分析#并与临床医

生充分沟通后#对危急值项目和范围上进行了完善!包括血气

/c

(

Q

(

U?

都相应调整了范围#以期更符合临床需求%增加项

目包括血钙
Y?

#血镁
+

*

'危急值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只有加

强与临床沟通#并持续改进#才能不断完善#以保证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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