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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对腺苷脱氨酶试剂交叉污染的影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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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观察同型半胱氨酸"

YF

G

#对腺苷脱氨酶试剂交叉污染的影响$方法
!

(+*

份静脉血经过离心处理后采用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

YF

G

检测试剂盒"循环酶法#%腺苷脱氨酶"

5$5

#测定试剂盒"酶比色法#进行检测$比较两种仪器对质控样本和

患者标本的检测结果$比较两种仪器对质控样本和患者标本的检测结果!分析%比较交叉污染前后患者标本腺苷脱氨酶试剂空白

吸光度&分析比较患者标本交叉污染前后腺苷脱氨酶的检测情况!根据试剂说明书分析导致试剂交叉污染的组份$结果
!

5$4

OK5'&**

的检测结果明显高于
5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意味着试剂存在交叉污染$未发生交叉污染的腺苷脱氨酶

试剂在
,*E

的观察期中!未见空白吸光度
'

*/'

!而发生交叉污染的腺苷脱氨酶试剂在观察期第
)E

!空白吸光度已
$

*/'

$加入

试剂
,d

样本后!交叉污染前后第
)

点吸光度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加入试剂
'

后!交叉污染前后第
''

点的吸光

度差异显著!交叉污染后的数值大于交叉污染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交叉污染可能来源$

YF

G

试剂盒试

剂
'

中含有
+/*ba

(

M

腺苷脱氨酶!按设定顺序检测腺苷脱氨酶试剂时!

YF

G

试剂中的腺苷脱氨酶致使质控样本和患者标本腺苷

脱氨酶含量升高!试剂空白吸光度升高$结论
!

在涉及
YF

G

试剂%腺苷脱氨酶试剂的检测中应注意控制检测顺序!以避免交叉

污染$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腺苷脱氨酶&

!

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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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分析仪是测定体液中某种特定化学成分的仪

器(

,

)

#具有检测速度快'精确性和精度高等特点#在医疗卫生机

构得到了广泛应用(

'4(

)

#但检测过程中也存在着试剂交叉污染

等问题(

&4+

)

*本文主要报道同型半胱氨酸$

YF

G

%对腺苷脱氨酶

试剂交叉污染的影响#具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试剂和标本
!

所用仪器为德国西门子
5$OK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奥林巴斯
5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所用试剂为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YF

G

检测试剂

盒$循环酶法%(浙食药监械$准%字
'*,'

第
(,,*,*+

号)及其配

套校准品'质控品#腺苷脱氨酶$

5$5

%测定试剂盒$酶比色法%

(国食药监械$准%字
'*,,

第
(.**-,.

号)及其配套校准品'质

控品&检测标本为某医院
'*,&

年
%Z.

月的住院患者'门诊患

者以及健康体检人群空腹状态下采集的
(+*

份静脉血#每人各

采集
&CM

#采集后
(*C13

内进行离心处理#上机检测*

@/A

!

方法
!

在西门子
5$OK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设

定
YF

G

'同工酶'腺苷脱氨酶的顺序检测#取消同工酶项目检测

后如果出现腺苷脱氨酶质控偏移'患者腺苷脱氨酶检测结果不

明原因升高的情况#则采用日本奥林巴斯
5a&**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检测相同质控和患者标本&锁定样本针'试剂针'比色

杯'搅拌棒等物品#筛查交叉污染来源#比较两种仪器对质控样

本和患者标本的检测结果#分析'比较交叉污染前后患者标本

腺苷脱氨酶试剂空白吸光度&分析比较患者标本交叉污染前后

腺苷脱氨酶的检测情况#并根据西门子
5$OK5'&**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显示的数据适时加入试剂
,d

样本和试剂
'

#比较交

叉污染前后加入试剂
,d

样本后第
)

点'加入试剂
'

后第
''

点

的吸光度#然后根据试剂说明书分析导致试剂交叉污染的组

份*

YF

G

'腺苷脱氨酶试剂盒中试剂
,

'

'

的组份详见表
,

*

表
,

!!

同型半胱氨酸%腺苷脱氨酶试剂盒中试剂
,

%

'

的组份

试剂盒 试剂
,

组份 试剂
'

组份

同型半胱氨酸试剂盒
@89;4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二钠
*/'CC6>

"

M

谷氨酸脱氢酶
,*ba

"

M

H4

腺苷甲硫氨酸
*/,CC6>

"

M H4

腺苷同型半胱氨酸水解酶
(/*ba

"

M

&

4

酮戊二酸
+/*CC6>

"

M

腺苷脱氨酶
+/*ba

"

M

三$

'4

羧乙基%磷氯化氢
*/+CC6>

"

M

同型半胱氨酸甲基转移酶
+/*ba

"

M

腺苷脱氨酶试剂盒 甘氨酸缓冲液
.*CC6>

"

M &4

氨基安替比林
'CC6>

"

M

嘌呤核苷磷酸化酶
+**a

"

M

腺嘌呤核苷
,*CC6>

"

M

黄嘌呤氧化酶
.**a

"

M Z

过氧化物酶
%**a

"

M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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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Z

表示无该项*

@/B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资料统一采用
H!HH,)/*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
EUC

表示#以
;

检验#且均取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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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组间比较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

结
!!

果

A/@

!

两种仪器检出的质控样本和患者标本腺苷脱氨酶含量
!

本研究分别采用德国西门子
5$OK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本奥林巴斯
5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同一质控样本或患

者标本进行检验#发现
(*

份患者标本'

,*

份质控标本的检测

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即德国西门子
5$OK5'&**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的检测结果明显高于日本奥林巴斯
5a&**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表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意味着试剂存在交

叉污染*

A/A

!

交叉污染前后腺苷脱氨酶试剂空白吸光度
!

根据腺苷脱

氨酶$

5$5

%测定试剂盒说明书#腺苷脱氨酶试剂空白吸光度

的有效范围为
#

*/'

*本文对交叉污染前后腺苷脱氨酶试剂空

白吸光度变化进行观察'统计#根据
5$OK5'&**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显示的数据发现#未发生交叉污染的腺苷脱氨酶试剂在

,*E

的观察期中#未见空白吸光度
'

*/'

#而发生交叉污染的腺

苷脱氨酶试剂在观察期第
)

天#空白吸光度已
$

*/'

#则腺苷脱

氨酶含量增加#详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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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仪器检出的质控样本和患者标本腺

!!!

苷脱氨酶含量比较#

EUC

&

a

'

M

$

仪器 质控样本$

)W,*

% 患者标本$

)W(*

%

5$OK5'&** %+/*U,/+ (+/,U&/)

5a&**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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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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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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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前后腺苷脱氨酶试剂空白吸光度变化

时间
,E 'E (E &E +E %E )E .E -E ,*E

感染前
*/***%& */***)+ */**,&% */**'', */**'&* */**('& */**&(' */**+&+ */**),' */**-*(

感染后
*/***)+ */**,+& */**%*( */*'&+- */*),'+ */,).(( */'))+& Z Z Z

A/B

!

交叉污染前后加入试剂后特定点的吸光度
!

根据
5$4

OK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显示的数据#加入试剂
,d

样本

后#交叉污染前后第
)

点吸光度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加入试剂
'

后#交叉污染前后第
''

点的吸光度差异

显著#交叉污染后的数值大于交叉污染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提示交叉污染可能来源*根据表
,

中试剂
,

'

试剂
'

的组份#同型半胱氨酸试剂盒试剂
'

中含有
+/*ba

"

M

腺苷脱氨酶#而本次检测顺序为同型半胱氨酸'同工酶'腺苷脱

氨酶#则进行腺苷脱氨酶检测时#质控样本和患者标本腺苷脱

氨酶含量升高#试剂空白吸光度升高*交叉污染前后的比较见

表
&

*

表
&

!!

交叉污染前后加入试剂后特定点的

!!!

吸光度比较#

EUC

$

时间 样本量$

)

% 试剂
,d

样本第
)

点 试剂
'

第
''

点

交叉污染前
(+* */*,'%+U*/**,*' */*,*-%U*/**,(&

交叉污染后
(* */*,'*-U*/**,*&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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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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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医疗机构中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常规

生化检验的效率及收益#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试剂交叉污

染等(

)4-

)

*试剂交叉污染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研究认为以下情

况均可导致交叉污染!某一试剂中含有另一试剂的成分或者另

一项目的目标分析物#某一试剂经过一定反应可产生另一试剂

的某一成分且该成分参与反应#两种不同试剂分别与标本反应

获得的产物类似#某一试剂的酸碱度能通过影响另一试剂的酸

碱度来干扰反应等(

,*4,'

)

*

按照
YF

G

'同工酶'腺苷脱氨酶的顺序对一定量患者标本

和质控标本进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出现了试剂存在交叉

污染情况#经过数据比较'分析发现#交叉污染后的试剂空白吸

光度较交叉污染前升高#而吸光度的升高是在加入同型半胱氨

酸试剂盒试剂
'

后的第
''

点出现#提示交叉污染可能来源于

同型半胱氨酸试剂盒试剂
'

中*通过分析同型半胱氨酸'腺苷

脱氨酶试剂盒中试剂
,

'

'

的组份发现#同型半胱氨酸试剂盒试

剂
,

与腺苷脱氨酶试剂盒试剂
,

'

'

无相同成分或者其他检测

干扰因素#但
YF

G

试剂盒试剂
'

中含有
+/*ba

"

M

腺苷脱氨

酶#当采用腺苷脱氨酶试剂进行检测时#无疑会引起交叉感染#

增加腺苷脱氨酶的含量*在
5$OK5'&**

全自动生化仪中#质

控样本和患者标本的腺苷脱氨酶含量分别为$

%+/*U,/+

%

a

"

M

'$

(+/,U&/)

%

a

"

M

#明显高于
5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独立

检测的结果($

+)/%U,/&

%

a

"

M

'$

'+/)U+/(

%

a

"

M

)#相应地#试

剂的空白吸光度较污染前升高了*据此#由此笔者认为#在涉

及
YF

G

试剂'腺苷脱氨酶试剂的检测中#

YF

G

试剂会对腺苷脱

氨酶试剂造成交叉污染#应注意控制检测顺序#以避免交叉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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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感染性疾病患者标本涂片检查结果分析

孟小庆

"河北省眼科医院医学检验科!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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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分析标本涂片检查对眼部感染性疾病的判断价值$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份行涂片检查%微生物培养的眼

部微生物标本相关资料!比较标本涂片%培养阳性结果$结果
!

标本涂片阳性
((*

份!培养阳性
&''

份!涂片
d

培养阳性
+*.

份!

各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涂片在角膜%房水%玻璃体%眼内容物及虹膜标本阳性率方面与培养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涂片检出病原菌株
((.

份!培养检出病原菌株
&()

株!革兰阳性球菌%丝状真菌均分别占据前两位!分别占

(&/('R

%

()/)%R

!

(,/*)R

%

'-/+'R

&涂片%培养诊断符合率
)(/)*R

$结论
!

涂片联合体外培养检查出眼部感染性疾病标本阳

性率相比两者单独检查有明显优势!标本涂片检查可作为眼部感染性疾病早期筛查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眼部感染性疾病&

!

标本涂片&

!

细菌培养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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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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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部感染性疾病作为眼科一种常见疾病#细菌'真菌'原虫

等均可致病(

,

)

#其中以细菌感染为主#在不同程度上损伤眼部

组织#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视力下降或致盲(

'

)

*为此早期检出

并及时治疗眼部感染性疾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临床

用于眼部病原菌检测方法包括体外试验培养'眼部涂片等#其

中体外细菌培养被认为是感染性疾病判断重要依据#但当下国

内医院培养阳性率相比国外普遍低&涂片检查可快速操作且成

本低#临床常用于体外培养补充手段之一*基于此#本研究主

要通过比较分析标本涂片'体外培养对眼部感染性疾病的检查

结果#以为眼部感染性疾病微生物检出提供重要参考*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诊治的

眼部感染性疾病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最小
%

个月#最大
.%

岁#平均$

&&/'.U,(/%)

%岁&送检眼部标

本共
,***

份#其中角膜标本
(%+

份$

(%/+*R

%#房水标本
'+*

份$

'+/**R

%#玻璃体标本
''(

份$

''/(*R

%#结膜囊分泌物标

本
,(,

份$

,(/,*R

%#泪道结石标本
,)

份$

,/)*R

%#眼内容物

标本
,(

份$

,/(*R

%#虹膜标本
,

份$

*/,R

%*所有标本均行涂

片染色镜检及病原菌培养试验#入组前均无抗菌药物使用史或

抗菌药物停用较长时间*

@/A

!

方法
!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本院眼部感染性

疾病实验室检查程序完成病原菌采样'涂片染色镜检'培养操

作*通过无菌棉签或手术刀对眼部分泌物或脱落眼部坏死组

织取样#床边涂抹无菌玻片
'

张#且与血琼脂平板'马铃薯培养

基$丝状真菌感染疑似%'沙氏培养基$酵母菌感染疑似%等接

种*对于房水'眼内容物等特殊标本来说#需于手术室内取样#

完成无菌玻片'相关真菌培养基接种等操作*对于结石标本来

说#先经由研磨器将其磨碎#随后再行涂片及培养检查*细菌

感染涂片首选革兰染色#疑似真菌感染则通过
bXY

压片法对

另一玻片补行判断*另外病原菌培养根据不同种类选择相应

的培养环境#对细菌培养来说#温度
(+^

#平板放置
)'<

#肉汤

放置
,'*<

#若未发现细菌生长提示培养结果阴性&真菌培养时

温度
(*^

#

,%.<

若未发现真菌生长#则提示培养结果阴性*

通过全自动鉴定仪测定病原菌分纯*质控菌株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 肠 埃 希 菌'铜 绿 假 单 胞 菌 分 别 为
5#""'+-'(

'

5#""'+-''

'

5#""').+(

*

@/B

!

观察指标
!

观察比较不同标本来源涂片'培养检查阳性

率&涂片'培养检查阳性结果病原菌检出株&涂片'培养单独检

查及其联合检查阳性检出率*

@/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H!HH,-/*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

资料以率$

R

%表示#行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A/@

!

不同标本来源涂片'培养检查阳性情况
!

涂片结果阳性

((*

份#培养结果阳性
&''

份&角膜'房水'玻璃体'眼内容物及

虹膜标本涂片阳性率均低于培养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A/A

!

病原菌株检出情况
!

涂片检出病原菌
((.

株#其中
.

份

标本中发现形态和$或%染色异常病原体至少
,

种#培养阳性标

本中检出病原菌
&()

株#发现
'

种及以上菌株标本
,+

份&革兰

阳性球菌涂片阳性
,,%

株#培养阳性
,%+

株#分别占
(&/('R

和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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