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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末梢血全血和静脉血血清样本降钙素原"

!"#

#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为末梢血全血
!"#

检测结果应用于

临床提供试验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Z(

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

例疑似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集

末梢血%静脉血行
!"#

检测!通过直接比较%计算结果相对偏差等方法判断两种类型标本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

末梢血全

血%静脉血血清等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以末梢血全血
!"#

检测结果为
E

轴!静脉血

血清
!"#

检测结果为
@

轴!两者之间回归方程为
@

W*/.(&Ed*/(*,

!相关系数
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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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

(

CM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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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M

两个医学决定水平处!末梢血%静脉血两种类型样本之间
!"#

检测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R

和
-./*R

$结论
!

末梢血

全血%静脉血血清之间
!"#

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末梢血样本检测
!"#

可以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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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

!"#

%是存在于血液中的一种无激素活性的糖

蛋白#由
,,%

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
,(e,*

(

*早期研究

认为#

!"#

可作为细菌感染的早期标志物(

,

)

*随着研究的深

入#

!"#

已作为一个新的炎症指标广泛应用于感染性疾病的

诊断和鉴别诊断#国际脓毒症会议更是将其作为脓毒症的诊断

标准之一(

'4(

)

*由此可见#

!"#

是临床意义显著的检验指标之

一*在
!"#

检测方法学方面#目前其检测方法主要有电化学

发光法'酶联免疫荧光法等#这些方法均是采用静脉血血清样

本进行
!"#

定量检测(

&4+

)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血清样本进行

!"#

检测往往需要先对标本进行离心#这无疑增加了检验结

果回报时间#且婴幼儿患者往往静脉血采集难度较大(

%

)

*在此

背景下#采用末梢血全血行
!"#

检测则备受临床关注*本研

究即通过比较末梢血全血和静脉血血清样本
!"#

检测结果的

一致性#旨在为末梢血
!"#

检测结果应用于临床提供试验依

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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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Z(

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疑

似感染患者
&-

例#排除已接受抗菌药物治疗#合并自身免疫性

疾病等情况*上述
&-

例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U'&/.

%岁#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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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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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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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至入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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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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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A/@

!

静脉血血清标本
!"#

检测
!

空腹采集研究对象静脉

血
(

!

&CM

#

(***=

"

C13

离心
+

!

,*C13

分离血清#取血清在

梅里埃
C1314OK$5H

全自动免疫荧光分析仪上进行血清
!"#

检测#试剂盒为仪器配套试剂*

@/A/A

!

末梢血全血标本
!"#

检测
!

采集患者无名指末梢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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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直接取末梢血在广州天宝颂原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研制的荧光免疫分析仪上进行全血
!"#

检测#试剂盒

为仪器配套试剂*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HH,(/,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的比较采用配对设计
;

检

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8;=263

相关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的比较
!

.-

例疑似感

染患者#末梢血全血
!"#

检测结果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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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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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脉血血清
!"#

检测结果为$

&/(+U,/)(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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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全

血'静脉血血清等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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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的回归分析及相关性

分析
!

以末梢血全血
!"#

检测结果为
E

轴#静脉血血清
!"#

检测结果为
@

轴#两者之间回归方程为
@

W*/.(&Ed*/(*,

#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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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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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

的回归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表
,

!!

医学决定水平
*/+3

:

'

CM

处两种类型标本

!!!

之间
!"#

检测结果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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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
静脉血

!"#

$

*/+3

:

"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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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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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决定水平处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的比

较
!

在
*/+3

:

"

C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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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静脉血两种类型样本之间
!"#

检测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R

和
-./*R

#结果见表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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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决定水平
'/*3

:

'

CM

处两种类型标

!!!

本之间
!"#

检测结果的比较#

)

$

末梢血
静脉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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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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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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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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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降钙素的前体#生理情况下#甲状腺
"

细胞可以产

生极少量的
!"#

入血#但是当机体在出现细菌感染时#不仅甲

状腺
"

细胞可以合成'分泌
!"#

#其他细胞如肺'肠道组织的

内分泌细胞'淋巴细胞以及肝脏的单核
4

巨噬细胞均可合成'分

泌
!"#

#从而使得血液
!"#

水平急速升高#并且其水平随着感

染进展或控制而持续在高位或者缓慢下降(

)4.

)

*随着研究的深

入#

!"#

的临床意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阐述#其不仅可以用于

细菌性感染与非细菌性炎性反应的鉴别诊断#而且还在其他诸

多感染性疾病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李悦等(

-

)报道#

!"#

可用于分析脓毒症不同程度病情'评估预后#具有较好的临床

实用性*申学基等(

,*

)报道#严重脓毒症'脓毒血症'重度细菌

感染'中度细菌感染'非细菌感染患者#对照者的
!"#

水平依

次从高至低#因此
!"#

对于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患者的病情

评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宋邵华等(

,,

)报道#多脏器功能衰

竭'脓毒性休克'严重脓毒症'脓毒症'非感染组的
!"#

水平依

次从高至低#患者血清
!"#

水平与
5!5"YS

-

评分呈正相

关#因此患者
!"#

水平对可疑细菌感染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

早期预警有一定意义*季一娟等(

,'

)报道#

!"#

指导抗菌药物

策略能够缩短脓毒症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时间和总住院时

间等*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血清样本进行
!"#

检测往往耗时较

长#且某些情况下患者静脉血采集难度较大#这无疑限制了血

清
!"#

检测的临床应用*基于这些情况#采用末梢血全血行

!"#

检测备受临床关注#因此本课题探索末梢血全血
!"#

检

测结果与静脉血血清
!"#

检测结果之间是否存在较好的可替

代性#这对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

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配对设计
;

检验显示末梢血全血'静脉

血血清等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这说明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具有很

高的一致性&相关性分析显示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

果相关系数
4W*/--+*

$

!

#

*/*+

%#这说明两种类型标本之间

!"#

检测结果有显著直线相关关系#在其线性检测范围内具

高度一致性*此外#在
*/+

#

:

"

M

和
'/*

#

:

"

M

两个医学决定水

平处#末梢血'静脉血两种类型样本之间
!"#

检测结果符合率

分别为
,**/*R

和
-./*R

#这进一步显示两种样本类型
!"#

检测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目前临床检测静脉血血清
!"#

主要采用化学发光法'电化学发光法#而检测末梢血全血
!"#

则主要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化学发光法'电化学发光法的原

理已为大家所熟知#而荧光免疫层析法的原理则是样品
!"#

先与荧光标记
!"#

单克隆抗体反应形成复合物#在层析作用

下#该复合物沿着硝酸纤维膜向前移动至检测区域并被检测区

域上包被的
!"#

单克隆抗体捕获#在激发光源的作用下#荧光

物质发射特定波长的荧光信号#该荧光信号与样本中
!"#

浓

度呈正相关(

,(

)

*由于化学发光法'电化学发光法'荧光免疫层

析法的原理大致相近#仅抗体标记物'检测装置存在较大的区

别#这亦为各种方法之间结果可比性奠定一定的基础*

随着
!"#

检测项目的不断推广以及末梢血
!"#

检测试

剂盒的临床应用#这一定会促进该项目推广到临床科室及基层

医院#可帮助临床对感染性疾病进行快速诊断与鉴别诊断#极

大地满足临床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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