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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检验项目对总胆

汁酸测定的干扰因素分析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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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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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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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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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
*)

个常用检验项目对总胆汁酸测定结果的影响!寻找消除携

带污染的有效措施$方法
!

以总胆汁酸为检测项目!以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等
*)

个常规检测项目为观察项目!根据交叉污染项

目的筛选程序从
*)

个常规项目中筛查出对总胆汁酸测定有干扰的项目!并进行确认试验$对存在携带污染的项目之间增加试剂

针&比色杯特殊清洗程序和调整检验顺序!观察经特殊处理前后对总胆汁酸检测结果的影响程度$结果
!

高密度脂蛋白&尿酸&脂

肪酶这
*

个检验项目对总胆汁酸的测定有干扰)增加试剂针和比色杯的特殊冲洗后!可消除高密度脂蛋白和尿酸对总胆汁酸测定

结果的干扰!调整脂肪酶检测顺序后!能基本消除脂肪酶对总胆汁酸结果的干扰$结论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项目之间存在携带

污染!在设定分析参数时!应注意污染和被污染项目检测的顺序!应在两者中间间隔开几个项目!或者用碱液或酸液加强试剂针和

反应杯的清洗!从而避免交叉污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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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汁酸$

A0&

%是胆固醇代谢的产物#其对肝功能损害*

胆管阻塞及肝内胆汁淤积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
A0&

的结果失真#将会误导临床医生诊断和治疗这些疾病)然而在

日常工作中偶然发现个别患者
A0&

结果特别高#复查时又恢

复正常#故初步怀疑
_B1,EYBJOIFDW:))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上存在影响
A0&

的干扰因素)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常存在试

剂针*搅拌棒和比色杯的携带污染等)因各家仪器性能状态*

使用的试剂厂家*方法学不同#携带污染报道的结果也不一致)

为消除
_B1,EYBJOIFDW:))

生化分析仪上干扰
A0&

结果的

相关因素#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

解决方案#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5A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罗氏
_B1,EYBJOIFDW:))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试剂!总蛋白$

AW

%*清蛋白$

&#0

%*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

&#A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A

%*胆碱酯酶

$

2V"

%*乳酸脱氢酶$

#]V

%*

*

@

谷胺酰转移酶$

*

@̂ Â

%*碱性

磷酸酶$

&#W

%*尿素氮$

0a[

%*肌酐$酶法
2_"&

%*尿酸

$

a&

%*葡萄糖$

#̂a

%*总胆固醇$

AV\#

%*三酰甘油 $

Â

%*高

密度脂蛋白 $

V]#

%*低密度脂蛋白 $

#]#

%*载脂蛋白
&

$

&

C

B&

%*载脂蛋白
0

$

&

C

B0

%*肌酸激酶$

2-

%*

%

@

羟丁酸脱氢酶

$

%

@V0]V

%*钙$

2F

%*镁$

Y

3

%*铁$

SE

%*磷 $

W

%*碳酸氢盐

$

V2\

*

%*淀 粉 酶 $

&Yg

%均 为 罗 氏 原 装 试 剂(总 胆 红 素

$

A0$#

%*直接胆红素$

]0$#

%试剂由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肌酸激酶同工酶$

2-@Y0

%试剂为关东化学生产#脂肪

酶$

#>

C

%试剂为德国德赛试剂#

A0&

试剂由上海申索佑福医学

诊断用品有限公司生产)

A5B

!

方法

A5B5A

!

试验前准备
!

首先对仪器进行保养#包括比色杯*搅拌

棒*试剂针进行浸泡清洗#以排除仪器本身原因对结果的影响)

实验前对各个项目进行定标质控#保证质控在控)

A5B5B

!

混合血清的制备和参比值的确定
!

选取
')

份健康体

检者的新鲜血清#排除黄疸*溶血和脂血的标本#将标本混合后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6

月第
*:

卷第
+9

期
!

$8GX#F/YEJ

!

%E

C

GE./ED')+9

!

ZBI5*:

!

[B5+9



稳定
',

待测)取
(

份混合血清上机连续测定
(

次
A0&

浓

度#以此浓度值作为
A0&

的参比值)

A5B5C

!

试剂针携带污染的初筛
!

将混合血清分装成
+')

份#

在仪器上按照下面排列顺序测试样本!

AW

*

A0&

*

A0&

*

A0&

#

&#0

*

A0&

*

A0&

*

A0&

#

&#A

*

A0&

*

A0&

*

A0&

等
*)

个检验

项目与
A0&

逐一配对#

<

管为
+

组#怀疑携带污染的项目是第

+

管#被污染项目可重复测试
'

"

<

管来判断#结果分别为
&+

*

&'

*

&*

#

&+

与参比值结果相差超出
(;

为疑似交叉污染#应进

一步确认)

A5B5D

!

试剂针携带污染的确认
!

$

+

%将疑似污染项目组合重

新测试#连续测定
*

次)若
&+

和
&*

检验结果相差
(;

以上确

定为污染)$

'

%将确认携带污染项目的试剂作为标本#连续
*

次测定
A0&

)

A5B5E

!

携带污染的处理
!

$

+

%将上述存在对
A0&

有携带污染

的项目#试剂针及样品杯设置特殊冲洗程序后#将确认对
A0&

有携带污染的项目与
A0&

的组合项目#连续测定
*

次#观察特

殊冲洗前后对
A0&

的影响有无变化)$

'

%调整受污项目和施

污项目的检测顺序#来避免交叉污染)

A5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9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

间比较采用
7

检验#

!

$

)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5A

!

*

个疑似携带污染项目初筛结果
!

测定混合血清中
(

份

血清
A0&

浓度#其平均值为$

95:!7)5)!

%

!

.BI

"

#

)疑似携带

污染项目初筛结果显示#

*)

个常规检验项目中发现
V]#

*

a&

*

#>

C

这
*

个项目对
A0&

有干扰#见表
+

)

表
+

!!

*

个疑似携带污染项目初筛结果

疑似携带

污染项目

A0&

$

!

.BI

"

#

%

&+ &' &*

试剂针携带

污染率$

;

%

V]#

"

A0& +)5<) :5+) :5+) *'5*'

a&

"

A0& :5<) :5') :5+) !5:9

#>

C

"

A0& *'5!) ++5() 65)) *+<59!

B5B

!

携带污染的确认试验结果
!

将疑似污染项目组合重新测

试#连续测定
*

次#结果见表
'

(各组项目的确认试剂针携带污

染率均
%

(;

#表示
V]#

*

a&

*

#>

C

这
*

个项目确实对
A0&

存

在交叉污染)

表
'

!!

携带污染的确认试验结果

疑似携带

污染项目

A0&

$

!

.BI

"

#

%

&+ &' &*

确认试剂针携

带污染率$

;

%

V]#

"

A0& +)5*) +)5)) 659) 95!*

a&

"

A0& :5<) :5') 956) !5*!

#>

C

"

A0& *:5*) +'5)) 65') *9)5'*

B5C

!

测定
*

个检验项目
_+

和
_'

试剂对
A0&

的影响
!

V]#

的
_+

和
_'

试剂*

a&

的
_+

试剂*

#>

C

的
_+

和
_'

试剂中含

有大量参与或影响
A0&

反应的物质#如果试剂针冲洗不干净

会严重干扰
A0&

的结果#见表
*

)

B5D

!

特殊冲洗后
V]#

*

a&

*

#>

C

对测定
A0&

的影响
!

V]#

"

A0&

*

a&

"

A0&

特殊冲洗$酸性冲洗%前后
A0&

的测定结果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而
#>

C

"

A0&

特殊冲洗前后

A0&

的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V]#

%

a&

%

#>

C

试剂检测
A0&

浓度#

37>

$

试剂
A0&

均值$

!

.BI

"

#

%

V]#_+

试剂
*<'5))7)5(*

V]#_'

试剂
*(:5!97)5)!

a&_+

试剂
(!65(:7+5'(

a&_'

试剂
)5(!7)5)+

#>

C

_+

试剂
+9!!5))7*5(!

#>

C

_'

试剂
+66:5))7(5*!

表
<

!!

特殊冲洗前后
V]#

%

a&

%

#>

C

对测定
A0&

!!!

的影响#

37>

$

组合项目
未采用特

殊清洗
特殊冲洗后

7 !

效果判断

V]#

"

A0& +)5)*7)5*( :5(97)5'+ +!5!*

$

)5)(

干扰消除

a&

"

A0& :5()7)5+) :5)*7)5+( 95))

$

)5)(

干扰消除

#>

C

"

A0& *'5!<7(5)(')5+97<5() *5::

%

)5)(

干扰未消除

B5E

!

调整检测顺序后
#>

C

对
A0&

的影响
!

#>

C

单纯依靠试

剂针的特殊冲洗并未消除其对
A0&

的交叉污染#故调整
#>

C

的检验顺序#将
#>

C

的检测顺序调整至
A0&

之后#并增加特殊

冲洗程序$酸性冲洗%基本消除了
#>

C

对
A0&

的交叉污染)

C

!

讨
!!

论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具有微量*快速*准确*重复性好等优

点#极大地提高了临床实验室的工作效率#但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的加样针*试剂针*反应杯和搅拌棒等重要部件检测过程中

如未彻底清洗干净#残留部分污染物时均可造成检验结果的不

准确&

+@*

'

)试剂针的携带污染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上个测试项

目的试剂中含有下一测试项目的待测成分或试剂成分#而待测

项目的浓度与之相比又很微量时#则直接干扰下一反应的测定

结果&

<

'

($

'

%该试剂所引导的反应对下一个项目的反应进程有

间接的干扰)本文主要研究
_B1,EYBJOIFDW:))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上试剂针和比色杯的携带污染影响因素#观察各项目的

试剂成分对
A0&

的干扰)结果表明#由于
#>

C

_+

*

_'

试剂含

有大量的胆汁酸盐#

a&

和
V]#

试剂中含有抗坏血酸氧化酶

成分#这些成分都会影响
A0&

的准确性)另外这些试剂中

A0&

浓度是健康人血清中
A0&

浓度的几百倍#常规的蒸馏水

冲洗程序#很难将这种携带污染去除)

试剂携带污染有很多处理措施&

(@9

'

!$

+

%增加纯水*碱性洗

液*酸性洗液冲洗量和冲洗次数($

'

%调整项目的检测顺序($

*

%

固定试剂探针*比色杯的使用范围($

<

%换用相互污染小的试剂

或方法($

(

%综合处理措施)本文就
V]#

*

a&

*

#>

C

对
A0&

的

交叉污染作出了以下处理!在试剂针和比色杯的冲洗程序增加

了酸性洗液冲洗#基本消除了
V]#

和
a&

对
A0&

的干扰#但

#>

C

对
A0&

的干扰仍然存在(故采取第
'

种措施#将
#>

C

的检

测顺序调整至
A0&

之后#且间隔几个项目#并增加试剂针和比

色杯的特殊冲洗后#基本上消除了
#>

C

对
A0&

的携带污染)

综上所述#生化分析仪的携带污染影响因素很多#日常工

作中要警惕和及时发现携带污染的发生#科学地制订改进措

施#从而避免发出错误的检验结果#误导临床大夫做出错误的

诊断和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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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内#与凋亡抑制蛋白$

$&W?

%结合#令胱门蛋白酶丧失活性后

抑制细胞的凋亡&

++

'

)本研究发现#

%.F1

在未发生癌前病变的

胃溃疡患者中#$

T

%与$

k

%表达$

+95(;

%明显低于发生癌前病

变的胃溃疡患者$

('5(;

%#

%.F1._[&

在
g

组中的相对表达

量显著低于
[

组#这提示已经发生癌前病变的胃溃疡患者#其

病变组织中的
%.F1

$

kk

%和$

kkk

%表达显著低于未癌前病

变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与上述研究结论

一致)

%ODQ>Q>8

属于
$&W?

中的一种#相关研究指出&

+'

'

#

%ODQ>Q>8

在细胞周期的调控中对细胞的凋亡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参与了

肿瘤发生*发展与预后过程)另外#

%ODQ>Q>8

在血管的形成中

还具有一定作用&

+*

'

)

%ODQ>Q>8

蛋白存在于人类常见的肿瘤中#

由于其只能在肿瘤细胞中表达#所以健康的人体组织中几乎无

法检出
%ODQ>Q>8

蛋白#这也让应用
%ODQ>Q>8

基因治疗和
%OD@

Q>Q>8

蛋白特异性抗体免疫治疗更具有靶向性*安全性与特异

性#所以
%ODQ>Q>8

蛋白已经成为临床备受关注的抗肿瘤治疗新

靶点&

+<

'

)本研究发现#

%ODQ>Q>8

在未发生癌前病变的胃溃疡患

者中$

kk

%与$

kkk

%表达仅为
+(5);

#显著低于有癌前病

变的胃溃疡患者$

*(5);

%(另外#

%ODQ>Q>8._[&

在
g

组中的

表达则显著高于
[

组#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

%ODQ>Q>8

在人类

多种肿瘤组织中表达#邢春瑶等&

+(

'在对
<'

例宫颈癌患者的病

变组织中检测出
%ODQ>Q>8

的表达率为
+))5);

)在一项非小

细胞肺癌的研究中发现#患者体内的
%ODQ>Q>8

表达率达

:(5);

&

+!

'

#而其他相似的研究也指出&

+9

'

#

%ODQ>Q>8

在乳腺癌中

的阳性率约为
9)5);

#膀胱癌中阳性率为
:95);

#黑色素瘤中

阳性率为
6*5);

#但在上述肿瘤组织周围的正常组织与细胞

间质中并未发现
%ODQ>Q>8

的表达#这都说明
%ODQ>Q>8

在肿瘤组

织中广泛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临床可将
%.F1

的降低与
%ODQ>Q>8

的升高作为

判定胃溃疡患者组织发生癌前病变的一种辅助诊断#结合患者

的实际病情拟定治疗方案#能有效控制患者的细胞凋亡指数#

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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