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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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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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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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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的实验结果重复

性良好!具备临床检测能力!能适应于全血检测!可用于床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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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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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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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凝血四项

检测中的一项%是内源凝血系统缺陷筛查实验和普通

肝素抗凝治疗中抗凝效果的重要指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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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也将其视作监测凝血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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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对
1<00

的检测主要是利用光学全自动凝血检测

仪%虽然其具有检测精度高%但体积大&价格昂贵&检

测时间长%无法实现类似床旁检测血糖仪设备那样让

患者时刻了解自身凝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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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派瑞林

修饰石英晶体微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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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实测进行了对比%旨在判断其临床可靠性%为实现

床旁检测凝血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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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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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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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孕妇血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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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午空腹采血
)@?V.

加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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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空试管中%立即混匀%分离血浆待测'另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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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血浆和全血检测样本%其中血浆样本制备

方法如前所述%全血样本无需处理%直接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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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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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希森美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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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及其

配套芯片和试剂#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

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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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冷冻离心机#安徽中科

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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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液滴加到检测室%整个芯片完全覆盖且无气

泡'然后%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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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5I

)

溶液进行混

凝反应%且整个检测过程中均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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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血样本检测无需进行前处理%直接将其滴加

到检测室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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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全部为该检测仪

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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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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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仪器的检测结果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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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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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检测的稳定性和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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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的频率波

动数据检测%其频率
1UC

为
)@8BC

%表明所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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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以同一样

本进行
'(

次
1<00

检测%其
1UC

为
'@)AC

%具有良

好的重复性'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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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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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

面的结果与目前实验室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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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

仪具有良好的线性拟合%线性回归决定系数#

T

)

$达

(@*B;

%表明
<9̀ 53

凝血仪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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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样本的全血与血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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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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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全血与血浆

1<00

曲线导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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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检测的全血检测结果
"

以
?

例

血液样本进行全血和血浆检测%血浆
1<00

点比全血

1<00

点少
BF

%全血和血浆的
1UC

分别为
'@'8C

和

'@8'C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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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对全血
1<00

的稳定性

检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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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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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对比曲线导数拟合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的时

间差'见图
)

'

E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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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是对目前实验室检测的有效补充%而血液

方面的快速检测%更能对某些疾病提供有效的监控和

预防'现有的
<>50

凝血仪主要是采用电化学类传

感器(

79?

)

%其需要配套的试剂或试纸条%成本相对较

高%而压电传感器具有更高的检测灵敏度&响应速度

也更快%且能实现免离心(

B9*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以
'(

例健康孕妇的新鲜血液

进行
<9̀ 53

凝血仪的频率移动数据检测%其频率

1UC

为
)@8BC

%表明
<9̀ 53

凝血仪具有良好的稳定

性'但频率也表现出一定的降低%可能由于可溶性纤

维蛋白原转化成了纤维蛋白%凝聚在了生物材料表面

上%而这种在生物材料表面形成的纤维蛋白网与之前

文献报道的凝血因子
.

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接触

点的激活对生物材料相关凝聚物的激活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

'(9''

)

'同时%以同一样本进行
'(

次
1<00

检

测%其
1UC

为
'@)AC

%比常规医院检验科对凝血实验

重复性要求的
1UC

为
A@(C

存在明显的差异(

')

)

%甚

至比目前临床在用的
<>50

凝血仪检测结果的
1UC

小(

';9'A

)

'表明本研究所用的
<9̀ 53

凝血仪具有较高

的重复性'

本研究以
'(

例健康孕妇的新鲜血液进行
1<00

检测%每次测定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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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检测的结果与

医院检验科室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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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所测得的结果

进行线性回归拟合%

T

)

g(@*B;

%表明本研究所用的家

用式的
<9̀ 53

凝血仪能用于对
1<00

的检测%甚至

比目前在用的
<>50

凝血仪在
1<00

检测方面具有

更好的拟合性(

'A

)

'此外%后续采用
?

例血液样本进行

了全血和血浆检测%血浆
1<00

点比全血
1<00

点

少
BF

%全血的
1UC

为
'@'8C

%表明本研究所用的
<9

5̀3

凝血仪能实现对全血
1<00

的稳定性检测'

曲线导数图拟合表明%该仪器全血
1<00

比血浆

1<00

多
BF

%与前面所测定的数据点差值相符%表明

本研究所用的
<9̀ 53

凝血仪能适用于全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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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采用压电传感器检测具有较好的

重复性&稳定性及拟合性%能替代目前医院所用全自

动凝血分析仪检测结果%但由于方法原理的差异%

1<00

检测需通过确定其医学决定水平和参考范围

才可用于临床%进而实现
<>50

的凝血检测'这不仅

能为家庭凝血检测提供方便性%也能为临床医生快

速&准确地提供监测报告'但同时看到%本研究所用

的样本量相对较少%也未进行相应的
,I"#/91ILV"#

分析(

'8

)

%后续将针对这方面的不足继续进行研究%以

期完善
<9̀ 53

凝血仪在实际
<>50

应用中的数据

支持'

F

"

结
""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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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仪的实验结果重复性良好%具备临

床检测能力%能适应于全血检测%可用于床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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