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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酶活性速率法
^

值的大小!而
^

值设置不

当是导致酶活性测定结果准确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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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光系数!

D

*反应总体积)可见!

#G[

的微小变化可导致检测结果的较大变化#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0.0A=P.0M?B=0/U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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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是常用的酶活性测

定项目!可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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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测定常

会出现样本酶活性超出测定线性范围的情况!此时通常的处理

方法是稀释样本或减少样本用量后进行测定!而减少样本用量

导致
#[G

的改变!影响测定结果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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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采用以不同

的
#G[

对
4D;

活性进行测定!探讨不同
#G[

对血清
4D;

测

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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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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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收集新鲜血清!要求外观清澈透明"无溶血!

黄疸!乳糜!且人免疫缺陷病毒和肝炎病毒检测为阴性#以无

菌聚丙烯刻度管收集
4D;

高值"中值水平血清并分别混匀制

备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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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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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标本混合血清!

g1"`

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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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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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生化分日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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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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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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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固定校准法*校准体积分数不变!使用不

同的
#G[

进行样本测定!即只改变测定时的样本体积分数!结

果乘以一定的系数#(

)

)

#G[

不固定校准法*校准体积分数和

测定样本时的
#G[

同时改变!使校准体积分数和
#G[

一致!

仪器自动校正
^

值!直接获得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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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

间比较采用
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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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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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与反应体系中样本"样本稀释液"试剂及试剂稀释液

的体积比例关系!即反应体系中样本稀释倍数密切相关#以终

点法或两点法检测酶活性时!由于校准物与样本具有相同的

#G[

!因此样本和(或)试剂体积改变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较小!

但以速率法测定酶活性时!

#G[

的微小变化可导致检测结果

的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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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通常以速率法!采用商品试剂盒进行

4D;

测定!不同品牌的试剂往往具有不同的最佳参数!一般要

求按比例改变样本"试剂用量!保持恒定的
#G[

!以获得较为

稳定"准确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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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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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
4D;

检测时!可以根据

厂家提供的
^

值用因素法(以该
^

值为
4D;

的校准因子!并

乘以
$

4

)进行测定!也可以用校准血清以校准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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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用因素法进行测定时!必须严格遵守厂家提供的参数!且仪

器必须在标准状态!以确保测定结果的准确性#由于各实验室

所使用的生化分析仪的性能!尤其是加样准确性各不相同!因

此实际
#G[

与仪器用于计算
^

值时的理论
#G[

存在一定的

差异!从而造成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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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校准法进行测定时!仪器自

动计算
^

值!且此时的
^

值是在实际工作条件下计算获得的!

反映仪器和试剂等当时的实际情况!从而有利于获得准确的测

定结果-校准血清则必须是与仪器和试剂配套的校准品!否则

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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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由于
#G[

的改变

使
^

值发生了变化!因此不同的
#G[

水平对酶活性检测结果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进行高活性样本测定时!因

#G[

的改变使测定结果间有较大差异#采用
#G[

不固定校准

法进行样本测定时!保持校准品与样本的检测条件一致!有利

于保证标本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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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采用不同

的校准法检测
4D;

活性相对较低的标本时!检测结果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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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
#G[

在
(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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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

同方法检测
4D;

活性相对较高的标本时!检测结果间的也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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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G[

的改变会导致检测线范围

的改变!而在不同线性范围条件下相同标本的检测结果必然存

有差异*标本稀释倍数降低时!

#G[

减小!检测线性范围缩小!

高值标本测定低于定值-在增加稀释倍数时!

#G[

升高!检测

线性范围扩大!高值标本测定结果接近或略高于定值-但稀释

倍数超过一定限度时将会扩大测定误差!使测定结果偏高#因

此!在选择
#G[

时!应考虑样本体积"试剂体积"稀释液体积"

加样系统准确性等多方面因素-在参考厂家给定值的同时!应

确定适合本实验室的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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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使汇管区出现纤维间隔分割小叶"假小

叶而破坏肝正常结构!进而发展成肝硬化甚至发展成肝癌#肝

纤维化的发生和形成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结

果!炎症病理损害贯穿于始终#而
F4

"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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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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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无

创性指标判断肝纤维化已被认可.

!

/

#

由于使用
674.

技术可以特异性剔除或关闭特定基因的

表达!因此已被广泛用于探索基因功能和传染性疾病及恶性肿

瘤的基因治疗#其优点在于以
874d@.

L

M

为模板!通过体外

转录合成
/.674

!成本低于化学合成法!而且在更短的时间内

即可获得
/.674

.

1

/

#

基于上述
674

干扰技术的优越性!本研究通过合成高效

的抗
$;:[/.674

!且通过动物实验抗
$;:[/.674

能明显

减轻大鼠肝细胞变性"坏死及炎性细胞浸润#亦可显著抑制

$$@

3

诱导的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说明抗
$;:[/.674

可以

明显改善大鼠肝纤维化时肝脏功能并预防肝纤维化的发生及

发展!且对于已发生的肝纤维化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提示应

用抗
$;:[/.674

治疗肝纤维化将有潜力成为抗肝纤维化治

疗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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