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管理#可以全方位监管血糖仪的使用过程#客观系统地评价

血糖仪性能#从而保证血糖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血糖仪在临床科室使用过程中#主要是医护人员#他们普

遍缺乏相关检验知识背景#而非专业人员的不准确度偏倚大#

重复性差#非专业人员间的结果不一致性显著'

T

(

#这就导致血

糖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影响临床诊疗效果)但
;W1D

仪器在对非检验专业人员进行一定培训后检验质量得到明显

提高'

&

(

)人员的培训不是一过性的#只要质量体系文件通过

;61*

循环模式持续改进#人员培训内容也要不断更新)因此

人员培训在整个质量管理体系中首当其冲)在初次比对试验

不合格的
&

台血糖仪中#有
)

台没有质控记录#另外
#

台质控

记录不全#没有每天做质控#但是经过日常质控*以及定期保养

维护的
;W1D

血糖仪符合临床应用标准#其测定数值记录经

得起推敲#可以作为临床决策的有效依据'

(

(

#笔者认为其前提

条件是操作人员需经培训合格并授权才可达到以上效果)在

实践工作中#记录是整个质量管理体系中最真实客观反映日常

工作情况的重要资料和证据#也是定期自查总结分析并提出整

改措施的依据'

4

(

)保证记录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有利于掌控整

个血糖检测环节#了解血糖仪检测性能状态#更为持续改进提

供有效*准确的依据)人员培训*室内质控*记录文件是整个质

量管理体系中
$

个核心内容#把控好以上
$

个内容#也就把控

好血糖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
;61*

循环的实施过程中#某些医护人员在标本采集*

血糖仪工作环境要求和维护等方面有待提高#为此检验科积极

开展对临床科室检验技术相关知识培训#包括血液标本采集要

求*检验流程*不同检验方法区别和原理等内容#弥补了临床医

护人员检验技术知识不足的缺陷#让他们能够更从容地参与到

;61*

循环管理中)为提高医院
;W1D

质量管理水平#还可参

加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全国
;W1D

血糖检测室间

质量评价#全院血糖仪共用一套质评样本#不仅经济*高效#而

且解决了检测过程的客观一致性问题'

A

(

)实行信息化管理是

医院发展的方向#

;W1D

血糖检测报告与检验科
5<U

系统对

接#全院使用统一规范报告格式'

"'

(

#方便医护人员随时查询)

在今后的工作中#质量管理小组成员加强沟通#严格管理血糖

仪使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
;61*

循环模式不断地发现

问题以及持续采取改进措施和优化管理流程#这样才能保证血

糖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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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和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水平对胸腔积液肺癌患者的临床意义研究

张琼华!田
!

耕!黎春燕

"广州医学院肿瘤教研室!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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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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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有胸腔积液的肺癌患者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癌胚抗原"

10*

&(癌抗原
"#T

"

1*"#T

&(铁蛋白"

+-..:F:8

&(神经

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SU0

&等肿瘤标志物对肺癌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诊断意义'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

床收治的肺癌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针对患者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的
10*

(

1*"#T

(

+-..:F:8

(

SU0

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和阳性检出率

进行比较'结果
!

研究对象胸腔积液中
10*

(

1*"#T

(

+-..:F:8

(

SU0

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均高于血清中的水平!研究对象胸腔积液

中
)

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血清的阳性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结论
!

肺癌患者胸腔积液中
10*

(

1*"#T

(

+-..:F:8

(

SU0

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高于患者血清中的阳性率!在对有胸腔积液肺癌患者实施临床诊断的过程中!针对患

者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的联合诊断!临床意义重大'

关键词"肺癌%

!

血清%

!

胸腔积液%

!

肿瘤标志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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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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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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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过程中#肿瘤细胞会合成并释放

一类物质111肿瘤标志物#宿主也可能对肿瘤反应性释放#正

常细胞与肿瘤细胞的生物学和分析特征可以通过肿瘤细胞区

分'

"

(

)肿瘤标志物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细胞表面*细胞内

部*分泌至细胞外间隙以及血液循环过程中都会存在'

#

(

)肿瘤

是否存在以及鉴别诊断*治疗效果*预后判断等病情都可以通

过肿瘤标志物的存在或者浓度变化情况诊断出来#并且提高肿

瘤诊断敏感性可以通过联合检测血清中的肿瘤标志物水平来

实现'

$

(

)鉴于此#本研究为了探讨有胸腔积液的肺癌患者血清

和胸腔积液中癌胚抗原$

10*

&*癌抗原
"#T

$

1*"#T

&*铁蛋白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8F]5JOV-K

!

*

E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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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SU0

&等肿瘤标志物对肺

癌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诊断实践意义#从而为相关临床研究和

诊治提供借鉴和参考依据#本研究选取了本院近年来临床收治

的肺癌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如下的比较研究和相关

报道)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所选取的
&$

例肺癌患者均为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收治的肺癌患者)

&$

例肺癌

患者中男
)T

例#女
"4

例#年龄
T)

#

4"

岁#平均$

&T%)$a)%T"

&

岁#按照患者的疾病类型#分为腺癌
$#

例#鳞癌
#'

例#小细胞

癌
""

例#全部患者均经病理检查证实为肺癌#且均有胸腔

积液)

A%B

!

研究方法
!

针对患者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的
10*

*

1*"#T

*

+-..:F:8

*

SU0

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和阳性检出率进行比

较)上述肿瘤标志物均采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全部检

测操作均按试剂盒说明书严格进行)

10*

*

1*"#T

*

+-..:F:8

*

SU0

的临界值分别为
T%'A$8

L

"

=5

*

$TZ

"

=5

*

#AT8

L

"

=5

*

"'

8

L

"

=5

#大于临界值判断为阳性)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UU"A%'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LaE

表示#组间均数的比较

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H

%

'%'T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研究对象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的不同肿瘤标志物水平的比

较
!

研究对象胸腔积液中各项肿瘤标志物水平均高于血清中

的水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

B%B

!

研究对象血清和胸腔积液中不同肿瘤标志物阳性率

比较
!

研究对象胸腔积液中
)

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阳性

率高于血清的阳性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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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的不同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

LaE

$

标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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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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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血清和胸腔积液中不同肿瘤标志物阳性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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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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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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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肿瘤是否存在以及鉴别诊断*治疗效果*预后判断等病情

都可以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存在或者浓度变化情况诊断出来'

$

(

)

临床上把常见于肺腺癌组织细胞表面的多糖蛋白复合物111

1*0

作为肺腺癌的标志物#因为其具有人类胚胎抗原决定簇#

肺癌细胞也可以直接产生#肺癌患者体内的
1*0

浓度要比正

常值高
"4@

#

4'@

'

)3T

(

)医学文献记载#

+-..:F:8

是一种由铁

核心以及蛋白质外壳构成可溶性蛋白#由多种恶性实体肿瘤合

成并分泌#使肺癌患者血清中
+-..:F:8

水平增高#能够有效诊

断肺癌的消长*复发*转移及预后等病情'

T

(

)临床诊断及预后

肺癌常以肺癌血清中的大分子多聚糖蛋白111

1*3"#T

作为参

考#但卵巢癌不在其范围内'

&

(

)

SU0

一般作为小细胞肺癌的

首选标志物#主要是由于神经内分泌
*;Z6

细胞系是小细胞

肺癌的特异性表现#包括
SU0

在内的多种激素由其合成分

泌'

&

(

)

胸腔积液是肺癌患者常见的首发临床表现#患病率约为

"T@

#最常见的是肺腺癌)本研究中#选用了大相对分子质量

的肿瘤标志物#通过胸膜进入血液循环的难度较大#因此血清

敏感性比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的敏感性低'

(

(

)肿瘤标志物会

由于肺癌患者病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联合检测胸腔积液中肿

瘤标志物#可有效提高检测的敏感性)协助检测胸腔积液中肿

瘤标志物对有胸腔积液*但没有原发病灶的肺癌患者#具有重

要的诊断意义'

43"'

(

)

从本研究比较数据结果上分析!患者胸腔积液中各项肿瘤

标志物水平均高于血清的水平#患者胸腔积液中
)

项肿瘤标志

物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血清的阳性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和说法)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和阐述#笔者认为肺癌患者胸腔积液

中各项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高于患者血清中阳性率#在对有胸

腔积液肺癌患者实施临床诊断的过程中#针对患者胸腔积液肿

瘤标志物联合诊断的临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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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维生素
1

对
$

种不同厂家试剂血尿酸检测结果的影响

吴书涛!陆奎英#

!张
!

敏!吴
!

艳!黄雨亭

"江苏省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T'''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对
$

种不同厂家试剂血尿酸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随机选取
$'

例患者!在静脉滴

注维生素
1

前!对患者进行常规采血'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后!采用同种方法采集患者血液'采用不同厂家试剂检测
#

次采集的

患者血液中血尿酸!观察患者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前后血尿酸的变化情况'结果
!

由于试剂
*

中未含有抗坏血酸氧化酶!静脉滴

注维生素
1

后的血尿酸检测结果明显低于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前的检测结果!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而试剂
!

和试剂

1

中含有抗坏血酸氧化酶!其血尿酸检测结果在静脉滴主维生素
1

前后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结论
!

为减少因

检测试剂成分所导致的高尿酸血症的漏检!建议有条件的实验室选用含抗坏血酸氧化酶的尿酸双试剂来检测尿酸'

关键词"维生素
1

%

!

血尿酸%

!

抗坏血酸氧化酶%

!

不同厂家试剂

!"#

!

"'%$A&A

"

B

%:CC8%"&($3)"$'%#'"(%'4%'$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

"

#'"(

&

'43""'&3'#

!!

维生素
1

又称
53

抗坏血酸#是一种高效的抗氧化剂)相

关研究指出#维生素
1

对于缓解白癜风#降低癌症发病率以及

缓解重金属对机体的毒害作用的疗效较为理想'

"

(

)除此之外#

维生素
1

还能够显著的改善患者的心脏*肝脏及脑等器官的

新陈代谢#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辅助药物'

#

(

)因此#近年来#维

生素
1

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

过量的使用维生素
1

会导致人体内维生素
1

的大量蓄积#若

不能将过量的维生素
1

及时排出体外就进行相关的血液检

测#在患者体内的蓄积的维生素
1

就会对血液的检测结果造

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

(

)不同厂家生产的检测试剂的成分不同#

其与维生素
1

的反应不一样也会对血液检测的结果产生不同

的影响)本文就
$

种不同厂家生产的试剂对患者静脉滴注维

生素
1

前后血尿酸检测结果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探究#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_&

月在本院住院且需静脉滴

注维生素
1

的患者
$'

例#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为$

)$%4a

4%"

&岁#实验前经临床检验#患者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谱#电

解质均正常#患者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经过临床分析#本次

研究所选中的
$'

例患者其血样无溶血#无黄疸#均符合实验室

检验标准)

A%B

!

仪器和试剂
!

选用
$

种不同厂家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

和与其相匹配的生化分析仪对患者的样本进行检测和比对)

$

种不同厂家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分别为试剂
*

*试剂
!

和试

剂
1

#其中试剂
*

与试剂
!

*试剂
1

相比#试剂
*

缺少抗坏血

酸氧化酶成分)实验中所使用的血尿酸测定方法为尿酸酶
3

过

氧化物酶法#该方法测定尿酸的机制为尿酸经过尿酸酶作用后

生成了尿囊素*二氧化碳和过氧化氢#所生成的过氧化氢在过

氧化物酶存在下与酚和
)3

氨基安替吡啉发生氧化反应#使无

色的
)3

氨基安替吡啉$还原型&生成红色的苯醌亚胺$氧化型&)

A%C

!

方法

A%C%A

!

仪器校准
!

使用校准品校准实验用生化分析仪#使用

质控品对生化分析仪进行质量控制#确定其结果在控后再进行

实验#测定参数参照试剂说明书)

A%C%B

!

实验方法
!

在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前#先对选中的
$'

例

患者进行空腹采血
T=5

#采集好的血液标本离心后#取血清#

采用
$

种不同厂家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对
$'

例患者血清标

本进行检测)继而将维生素
1'%"

L

加入
"''

L

浓度为
T@

的

葡萄糖溶液中#对
$'

例患者使用相同浓度的维生素
1

进行静

脉滴注)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完成后#采用相同的方法分别对

$'

例患者进行静脉采血#离心#检测)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UU"4%'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La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H

%

'%'T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使用
$

种不同厂家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对静脉滴注维

生素
1

前和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后的患者血清分别进行血尿酸

检测)使用试剂
*

检测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后的血尿酸#其结

果明显低于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前的检测结果#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H

%

'%'T

&)试剂
!

和试剂
1

对血尿酸检测结果在

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前后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

表
"

!!

$

种不同试剂对静脉滴注维生素
1

前后血尿酸

!!!

检测结果的比较#

LaE

%

!

=/>

'

5

$

时间 试剂
*

试剂
!

试剂
1

用药前
#'(%('a")%#$ #'A%('a")%T4 #""%A'a"T%##

用药后
""#%('a4%"T #'T%T&a"$%44 #'(%&'a")%$#

> ('%)T' "&%($T ")%"T)

H

%

'%'T

&

'%'T

&

'%'T

C

!

讨
!!

论

!!

将实验室所使用的
$

种不同厂家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8F]5JOV-K

!

*

E

.:>#'"(

!

,/>%$4

!

S/%4


	国检8 96.pdf
	国检8 97.pdf
	国检8 9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