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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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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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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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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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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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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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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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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比较#发现试剂成分存在差异)试剂
*

与其他两种试剂

相比较#试剂
*

缺少抗坏血酸氧化酶#只有在当检测样品中的

维生素
1

'

'%$==/>

"

K5

才会对实验的结果不产生干扰'

)3&

(

)

而另外两种试剂即试剂
!

与试剂
1

中存在抗坏血酸氧化酶能

与患者血液中存在的维生素
1

发生反应#从而显著降低维生

素
1

对血液测定结果的影响'

(

(

)所以用试剂
*

检测存在着维

生素
1

的患者血液时#其检测的结果呈现假性降低)

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维生素
1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心脏*

肝脏及脑等器官的新陈代谢#可作为临床治疗的辅助药物'

4

(

)

因此#维生素
1

在临床上的使用率已经在逐年增加)随着医

学知识的大众普及#维生素
1

的使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临床

静脉滴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预防感冒#提高机体免疫

力#口服维生素
1

也已经十分广泛)这些大剂量的静脉滴注

及口服维生素
1

都会导致人体内维生素
1

的大量蓄积#体液

中的维生素
1

的水平也会随之增高)

有研究表明#健康人群的血液中维生素
1

的浓度
%

'%"

==/>

"

5

时#其对于血尿酸的检测没有影响'

"

(

)在肾脏功能健

全的患者静脉注射维生素
1

结束
#?

后采集其血液#可以避免

因为维生素
1

水平过高所导致的血尿酸检测结果的假性下

降'

A

(

)但是一些肾脏功能异常的患者#他们对于维生素
1

的

代谢能力下降#无法将体内过量的维生素
1

顺利的排出体外#

从而导致患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1

浓度过高)在使用不同厂家

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检测待检血液时#患者血液中残留的维

生素
1

会对特定的试剂$无.抗坏血酸氧化酶/的试剂&检测血

尿酸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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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测定尿酸的机制为!尿酸经过尿酸酶作用后

生成尿囊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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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在使用不含.抗坏血酸氧化酶/的试剂
*

对含有维生素
1

的患

者血液样品进行检测时#血液中存在的维生素
1

能对测定反

应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过氧化氢产生消耗性#使其水平降低'

""

(

)

维生素
1

还能和醌类化合物产生化学反应#致使终产物发生

化学变化#吸光度也随之下降#致使检测指标水平呈假性下降

趋势)从而出现检测结果比真实值降低的情况#易造成高尿酸

血症的漏检)而试剂
!

和试剂
1

中均含有.抗坏血酸氧化

酶/#它能与患者血液中存在的维生素
1

发生反应#显著降低

维生素
1

对患者血尿酸测定结果的影响)

不同厂家生产的血尿酸检测试剂其成分可能存在着差异#

不同成分的血尿酸检测试剂对于同一血液样品检测的结果也

存在差异)实验室在使用新的试剂检测标本前#实验室工作人

员应仔细阅读*学习试剂说明书#弄清试剂的成分及检测原理#

弄清各种药物与试剂发生的化学反应对于检测结果的影响#从

而减少因检测试剂成分所导致的高尿酸血症的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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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输血策略与前期检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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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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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新生儿输血策略与前期检验方法'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收治的
$T

例需

要输血的溶血新生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患儿的前期检验方法和输血策略进行临床分析和研究'

结果
!

交叉配血与直抗模式检验结果实施对比分析!发现凝聚胺技术对患者血清交叉配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但其对

直抗阳性患者的血清及放散液交叉配血不合格率较高!且与直抗阴性患儿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血清灵敏度较低的

患儿在进行凝聚胺技术检测上与微柱凝胶技术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两种不同方式对患儿血红细胞放散液检测结果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结论
!

新生儿输血前期检验对新生儿输血策略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且应用微柱凝

胶技术的敏感度较高!能够提高检测结构对新生儿输血相容性和同血型血样方案选择的准确度!具有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关键词"新生儿%

!

输血策略%

!

前期检验%

!

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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