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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肌酐结果假性升高的研究

吾古力汗+吾力玛依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维吾尔医医院检验科!新疆托克逊
:*:+))

#

!!

摘
!

要"目的
!

充分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作用!进行检测肌酐"

2_

#结果假性升高的主要原因$方法
!

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入医院进行治疗的肾病患者
:)

例!全部患者均在早上未进食之前抽取静脉血!然后将患者平分为对比组和研

究组$通过干扰分析实验和交叉污染实验进行对比两组
2_

的变化!从而找出
2_

结果假性升高的原因$结果
!

研究组在交叉污

染实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显著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研究组在干扰分析试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明显

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研究组在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之后
2_

浓度平均值和对比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需要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过程中!加强对仪器的清洁!并且要在检测之前设置仪

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序!可以有效解决
2_

结果假性升高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具有较强实际意义$

关键词"肌酐)

!

交叉污染)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5*6!6

"

=

5>??85+!9*@<+*)5')+95+9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随着人们对检测结果的准确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在实验室

中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需要及时解决一

些肌酐$

2_

%结果有假性升高的问题&

+@'

'

)经过大量研究发现#

当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存在交叉污染的时候#就会引发
2_

结果

出现假性升高的问题)因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对仪

器进行良好的清洁#并且要在检测之前设置仪器的避免交叉污

染程序#才能有效提高检测的准确度)本文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院进行治疗的肾病患者
:)

例#并且在患者

早上未进食之前抽取静脉血)通过干扰分析实验和交叉污染

实验对比两组
2_

变化#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5A

!

一般资料
!

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进行

治疗的肾病患者
:)

例#全部患者均在早上未进食之前抽取静

脉血#然后将患者平分为对比组和研究组)对比组
<)

例患者

的血清使用单纯的
2_

检测方法#男性
'9

例#女性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年龄为$

!*5:(7(56

%岁)研究组
<)

例患者的

血清在
2_

检测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年龄为$

!'5:(7(5:

%岁)

各组研究对象性别比例*年龄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具有可比性)

A5B

!

仪器与试剂
!

实验当中使用的葡萄糖$

#̂a

%试剂由北

京优化试剂企业提供#检验方法为
#̂a

氧化酶法(

2_

试剂由

上海科均试剂企业所提供#检验方法为肌氨酸氧化酶法(生化

分析仪可以选择使贝克曼库尔特
&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5C

!

方法

A5C5A

!

交叉污染试验
!

选择一份正常的混合血清#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单独进行检测
2_+)

次#

将检测的结果设置为对比组#接着在对比组的基础上增加

#̂a

进行检测#其检测的次数也为
+)

次#将检测的结果设置

为研究组#最后使检测数据可以和对比组进行比较)

A5C5B

!

干扰分析实验
!

把研究组当中处于位于
2_

前面的测

试项目
#̂a

的第
'

*第
+

试剂作为实验的样本#安排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的常规位置进行单独检测
2_

#其检测的次数为

+)

次)

A5C5C

!

擦洗试剂针并设计避免交叉污染程序
!

选择一份正常

的混合血清#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程序当中设置避免交叉污

染的程序)主要表现为在加入
#̂a

第
'

试剂之后用#使用配

套的碱性清洗液进行清洁第
'

试剂针
+

次#接着在对比组的基

础上增加
#̂a

进行检测#其检测的次数也为
+)

次#将检测的

结果设置为研究组#最后使检测数据可以和对比组进行比较)

A5D

!

评价方式
!

本次研究通过干扰分析实验和交叉污染实验

比较研究组和对比组
2_

变化#并且通过实验得出
+)

次检测

结果)在将两组的
+)

次检测结果进行分别比较分析之后#统

计
+)

次检测结果的平均值#比较两组
2_

的结果平均值#了解

其差异)

A5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5'

软件包使用统计学原理进

行分析#

!

$

)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5A

!

两组交叉污染实验结果对比
!

经过两组交叉污染实验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对比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为
!'5'

!

.BI

"

#

#而研究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为
::5*

!

.BI

"

#

#研究组

在交叉污染实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显著优于对比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

次
#̂a

试剂对
2_

测定结果影响#

!

.BI

&

#

$

组别
+ ' * < ( ! 9 : 6 +)

平均值

对比组
!+5: !'5< !'59 !*5< !+5! !'56 !'5! !*5' !*5* !'5+ !'5!

研究组
!(5* !!5( 9!56 !'5( 665< !'5: 6'5< ++!5* ++95( ++!5*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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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B

!

两组干扰分析试验结果对比
!

经过两组干扰分析试验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在实验当中显示
#̂a

第
'

试剂成分的

2_

测定值平均值为
:!5(<

!

.BI

"

#

#研究组在干扰分析试验当

中
2_

浓度平均值明显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这就说明
#̂a

的第
'

试剂容易影响
2_

的检测结果#

其主要原因为试剂针在被污染的情况下#容易使检测结果

失真)

B5C

!

两组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结果对比
!

经过对两组使用

避免交叉污染程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在对试剂针进行清

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之后#

2_

检测平均值为
!*56:

!

.BI

"

#

#从而说明研究组在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

程序之后
2_

浓度平均值和对比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5)(

%)说明对试剂针进行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

程序可以有效解决
2_

结果假性升高的情况#提高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

C

!

讨
!!

论

!!

2_

是实验室比较常见的一种检测项目#其作用在于显示

患者的肾功能受损情况)通过
2_

的检测可以有效监测肾功

能受损患者的病情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从

而提高治疗的准确性&

*

'

)经过大量研究发现
#̂a

试剂容易

影响
2_

的检测结果)这是由于在
#̂a

试剂含有
2_

试剂所

需要检测的底物#也使试剂出现交叉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

且通过查看试剂说明书之后#了解到
#̂a

第
'

试剂含有一定

量的
#̂a

氧化酶#其可以与患者血清当中的
#̂a

发生化学

反应#生成另一种物质过氧化氢#同时肌氨酸氧化酶氧化
2_

也会产生过氧化氢#使得过氧化氢明显增加#在一起进行

AD>8JED

反应$偶联终点比色法%之后#容易使得
2_

结果出现

假性升高&

<

'

)

在临床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出现交叉污染问题时有发生#

而且在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差的地方#由于无法及时更换仪器的

各种部件#使得仪器逐渐老化#明显降低了仪器检测的准确度#

也增加了交叉污染的概率&

(

'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实

验项目的顺序#在仪器当中设置抗交叉污染程序#加强仪器的

清洁等措施降低污染的概率&

!

'

)因为在实验当中所使用的仪

器加样是根据血清标本的先后顺序#同一血清样本根据具体的

反应时间和通道的先后进行确定加样顺序#但是在实验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急诊的情况#无法根据之前设定的通道顺序实施检

测)所以在实验当中经过设置仪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序进行

解决
2_

结果偏高的问题#并且经过大量研究证明这个方法具

有较强的可行性)但是也会因为仪器的清洁次数不够或者冲

洗不够仔细#或者冲洗机构*试剂针*搅拌棒等干净程度逐渐降

低#从而引发交叉感染的问题#因此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项目

可以进行单独检测#或者设置特定的通道#才能有效防范交叉

感染)

在实际操作中#医院需要制订严格的操作规范#使检验人

员可以提高检测的严谨度#发现检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

及时进行解决#提高检测的质量&

9

'

)同时也确定仪器的使用说

明#加强日常保养工作)对于检测需要用到的冲洗针*搅拌棒*

试剂针*样品针等工具在完成每天的工作之后均要使用纯度较

高的无水乙醇实施清洗和擦干)对于存在外部损伤的仪器部

件要及时维修或者更换#降低检测的不良影响因素)另外需要

多了解各个各项目的反应原理以及各个试剂的特点#了解哪些

检测项目之间可能会引发交叉污染#找出有效避免交叉污染的

方法#使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得以提升#从而可以有效显示患者

肾功能的具体损伤情况#并且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监测#可

以为医生提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供正确的检测数据#保证治

疗的有效性)

经过研究可知#对比组使用单纯的
2_

检测方法#而研究

组在对比组的基础上为增加对仪器的清洁及设置仪器的避免

交叉污染程序)在交叉污染实验#对比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为

!'5'

!

.BI

"

#

#而研究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为
::5*

!

.BI

"

#

)研

究组在交叉污染实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显著优于对比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从中可以知道在检验当中存

在交叉感染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

明显提升#从而说明交叉感染是导致
2_

结果假性升高的主要

影响因素#因此在进行实验检测的时候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

抑制交叉感染#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同时研究组在干扰分

析试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明显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5)(

%)这种情况的出现#充分表现了
#̂a

的第
'

试剂容易影响
2_

的检测结果#因此在检测的时候需要提高对

#̂a

的第
'

试剂的重视程度)并且也可以推测出试剂针在被

污染的情况下#容易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因此需要加强对

试剂针等仪器工具的清洁#才能维护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另外

当研究组在给仪器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之后

2_

浓度平均值和对比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

这可以说明给仪器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之后

可以有效解决
2_

结果假性升高#使患者的肾功能受损情况得

到清楚地显示#使治疗方案的针对性得以提升)

综上所述#需要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过程中#加强对

仪器的清洁#并且要在检测之前设置仪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

序#可以有效解决
2_

结果假性升高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提高

检测的准确性#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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