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控与标规!

校准品与理论
^

值在血清酶测定中的应用比较

李鹏宇#陈激扬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检验科
!

(""")1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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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校准品校准与理论
^

值校准血清酶测定结果的差异'方法
!

采用相同的生化分析仪和试剂#在进行校

准品校准和理论
^

值校准后对相同标本进行检测'结果
!

校准品校准血清酶测定结果与理论
^

值校准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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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品校准测定结果更接近靶值'结论
!

在血清酶检测工作中#不能机械套用理论
^

值#而应用校准品进

行校准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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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测中常见血清酶的测定!早期实验室多采用理

论
^

值的方法进行检测!由于酶促零级反应的特殊性!检测系

统的不同!常常导致实验室间测定结果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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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酶活力检测大量使用完整的检测系统!依靠校准品定值!以实现

酶的量值溯源!使检测结果具有广泛可比性#本文旨在探讨酶

校准品校准与理论
^

值校准检测结果间的差异!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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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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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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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试剂
!

4D;

"

D8F

"

::;

"

4D5

"

$̂

检测试剂均为北京

利德曼公司产品!批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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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校准品采用北京利德曼公司复合校准

血清(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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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公司定值质控血清(批号*

,"3)'(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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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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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

值校准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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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上按

照试剂生产厂家提供的参数进行设定!所有酶的单位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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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试剂生产厂家给定的理论
^

值对检测样本的吸光度

进行计算!对北京利德曼公司定值质控血清平行测定
)"

次!结

果取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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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校准品校准
!

保持各项酶的测定参数不变!用北京

利德曼公司复合校准血清进行两点定标校准!对北京利德曼公

司定值质控血清平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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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结果取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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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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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公司定值质控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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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论
^

值及酶校准品校准后的检测结果比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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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质控血清使用理论
^

值及酶校准品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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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方式校准后的测定结果

项目 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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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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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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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校准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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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酶校准品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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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酶测定是临床实验室中最常见的检测项目!目前许多

临床实验室在测定血清酶活性时不用校准品!而是根据仪器系

统的特性!用试剂厂家提供的系数(即理论
^

值)计算酶活性#

虽然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盟(

%[$$

)已推出血清酶在

活性测定的推荐方法及试剂配方!但由于光学分析系统的波

长"谱带以及测定过程等方面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厂家的试剂

间在底物浓度"缓冲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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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酶纯度及浓度等方面也存

在差异!导致以理论
^

值计算出的酶活性结果缺乏可比性#

具有溯源性的酶校准品能对试剂"仪器及测定的全过程进

行校准!可消除不同检测系统和同一检测系统本身固有的系统

误差的影响!实现酶测定结果准确性的传递!使检测结果之间

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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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定值质控血清
*

项酶指标使用理论
^

值

及酶校准品校准后的检测结果存在差异#由北京利德曼公司

提供的
F%;4$F%1('"

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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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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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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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校准品校准后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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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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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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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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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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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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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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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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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导致酶校准品校准结果明显高于理论
^

值!且酶活性

越高!差异越大#

因此!在血清酶检测工作中!不能机械套用理论
^

值!而

应采用校准品进行校准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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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可避免理论
^

值造成

的系统偏差又能对检测结果进行溯源!从而得到一个更加准确

可靠的检测报告!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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