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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糖尿病患者高尿酸血症的发生及对相

关疾病的影响(

T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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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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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8

(

7(

)阮连生#应圣宝#彭振荣#等
8

老年人群高尿酸血症与代谢综合征

的关系(

T

)

8

中国临床保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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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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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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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77/&%/7%

%

!检验技术与方法!

(

种方法在
e[6!

I

检测中的评价

高海锋!陶焕荣!胡莉莉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种方法在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6!

I

#结果中的符合程度!并查找出现差异性的原因$方法

!

分别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胶体金法#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对
e[6!

I

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种方法检测
e[6!

I

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阳性符合率为
.<8>=P

$结论
!

胶体金法具有快速&简便&人为影响因素少等特点!适

合于无偿献血&急诊检验的初筛!但对
e[6!

I

浓度较低的样品易出现假阴性!造成漏检$

关键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肝炎抗原!乙型'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

评价

!"#

!

7&8'.$.

"

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

!!

乙型肝炎是目前流行最广泛*危害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之

一(

7

)

'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要控制乙型肝炎的发病率#从流

行的
'

个环节齐下手是预防乙型肝炎发病的关键#而切断传染

源的前提是对传染源的确认#因此#如何早期*准确地确定乙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6!

I

%携带者#是方法学研究的重点'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胶体金法%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法是目前检测
e[6!

I

的常用方法#为探讨
(

种方法检测
e[/

6!

I

阳性率的符合程度#笔者对
(

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现报道

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

住院患者及健康体检者共
'%77

例'

B8C

!

方法
!

分别采用胶体金法和
,*+"!

法对
e[6!

I

进行检测'

B8D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U/'

型自动洗板机$北京拓普分析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

Q̀/<77

型酶标分析仪$上海迅达医疗仪器有限

公司%&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e[6!

I

诊断试剂盒$广东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用试

剂使用均在有效期内#且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B8E

!

结果判断
!

胶体金法在反应线和质控线均出现红色判断为

阳性&仅出现一条红色质控线判断为阴性&不出现质控线或仅出现

一条反应线为红色判断为无效#需重做'

,*+"!

法严格按事业说

明书操作#设阴性*阳性对照及空白各两孔#

G5C/?FF

值为
(87W

$阴

性对照均值%#

W

(

&8&%

时按
&8&%

计算&样品
0̀

值小于
G5C/?FF

值

为阴性#样品
0̀

值大于或等于
G5C/?FF

值为阳性'

B8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B

(

&8&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8B

!

采用
(

种方法同时检测
'%77

例
e[6!

I

的结果#见表
7

'

胶体金法检测
e[6!

I

的阳性率为
%87<P

$

7>7

"

'%77

%#

,*+"!

法检测
e[6!

I

的阳性率为
%8(<P

$

7>%

"

'%77

%#

(

种方法检测

的符合率为
.<8>=P

$

7>7

"

7>%

%'经
*

( 检验知
B

,

&8&7

#表明

(

种方法检测
e[6!

I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8C

!

将
77

例
,*+"!

法测定结果阳性而胶体金法为阴性的标

本重新测定#结果
,*+"!

法测定结果
7&

例阳性#

7

例阴性'

胶体金法在
(&3:;

时
%

例显示弱阳性#反应线红色隐约可见#

延长至
'&3:;

时另有
=

例显示弱阳性#

(

例自始至终为阴性'

C8D

!

将
<

例
,*+"!

法测定结果阴性而胶体金法为阳性的标

本重新测定#结果
,*+"!

法在阴性对照及空白一定的情况下#

有
=

例为弱阳性#另有
'

例经稀释后方显示阳性'

表
7

!!

胶体金法与
,*+"!

法检测
e[6!

I

结果对比#

%

%

胶体金法
,*+"!

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7<= < 7>7

阴性
77 ''7. '''&

合计
7>% ''($ '%77

D

!

讨
!!

论

乙型肝炎病毒$

e[V

%血清学标志物的检测是目前临床分

型和判断患者病程及传染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及时发现
e[/

6!

I

携带者并进行救治对控制乙型肝炎病情进展及传播流行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临床实验室常用检测
e[6!

I

的定性方法有胶体金

法和
,*+"!

法#二者的原理基本类似#都是特异性的抗原抗体

反应#不同之处在于胶体金法标记物为胶体金#而
,*+"!

法标

记物是过氧化物酶'通过上述试验可知#胶体金法检测
e[/

6!

I

的阳性率为
%87<P

$

7>7

"

'%77

%#

,*+"!

法检测
e[6!

I

的阳性率为
%8(<P

$

7>%

"

'%77

%#

(

种方法检测的符合率为

.<8>=P

$

7>7

"

7>%

%#

(

种方法检测
e[6!

I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B

,

&8&7

%'理论上可任选其一进行检测#但为了得到

更准确的结果#笔者分析了
(

种方法检测结果在不一致时产生

假阴性及假阳性的原因#结果显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77

例
,*+"!

法测定结果阳性而胶体金法为阴性的标

本重新测定#结果
,*+"!

法测定结果
7&

例阳性#

7

例阴性#分

析产生阴性的原因发现该孔吸光度值与
G5C/?FF

值接近#产生

时阴时阳的结果'胶体金法在
(&3:;

时
%

例显示弱阳性#反

应线红色隐约可见#延长至
'&3:;

时另有
=

例显示弱阳性#可

能与血清中
e[6!

I

含量太低有关#

(

例
'&3:;

后也为阴性#

可能是由于
(

种方法检测的敏感度有差异#胶体金法的敏感度

稍低于
,*+"!

法(

(/'

)

'就本试剂盒而言#

,*+"!

法检测
e[/

6!

I

的敏感度为
&8%;

I

"

3*

(

=

)

#胶体金法为
(8%;

I

"

3*

#胶体

金法显色需要较高浓度的标记物#而且较大直径的金颗粒才能

获得较高的敏感度#故其灵敏度受到一定限制(

%

)

'

<

例
,*+"!

法测定结果阴性而胶体金法为阳性的标本重新测定#结果显示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
!

+;CT*BJU@H

!

0GC?J@E(&77

!

V?18'(

!

W?87$



,*+"!

法有
=

例为弱阳性#显色很淡#其吸光度值与
G5C/?FF

值

相近'另有
'

例为阴性#吸光度值较低#但经稀释后显示阳性#

原因可能是因为
e[6!

I

含量过高#与包被的抗体含量相比过

剩#造成抗原抗体反应的后带现象#即通常所说的,钩状效应-

(

$

)

'这就表明#采用胶体金法可有效地防止因,钩状效应-造成

的
e[6!

I

假阴性的现象#与李曼等(

<

)的报道相符'导致反应

孔吸光度值与
G5C/?FF

值接近而造成结果时阴时阳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笔者归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7

%试剂的预备不

够充分'在日常操作中发现#有些实验室操作人员将试剂盒从

冰箱中取出来后#还没和室温平衡就直接加样反应#从而导致

有效反应时间缩短#出现某些弱阳性标本检测假阴性的结果'

为了避免这种因素造成的干扰#笔者建议试剂盒从冰箱中取出

后应与室温平衡
'&

!

$&3:;

再进行测定#以便获得更可靠的

结果'$

(

%标本溶血*被细菌污染*保存时间过长*凝固不全以

及血清某些因子过量存在曾被认为是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

>/.

)

'因血红蛋白中含有亚铁血红素有类过氧化物酶的活

性#在以辣根过氧化物酶$

eb-

%为标志的
,*+"!

测定中#很容

易吸附于固相而与
eb-

底物反应显色造成假阳性'因此#一

般血液标本采集后不能用力振荡#以免发生溶血#对于本身溶

血的标本应建议重新抽血或在标本备注栏注明,标本溶血-或

相关说明性的文字'很多细菌都有类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若标

本被细菌污染#可造成结果假阳性#故建议使用新鲜标本进行

检测#若不能及时测定#可将标本收集在无菌试管内#

'

!

%H

内检测的标本可置于
=g

冰箱中#

7

个月内检测的标本可置于

](&g

冰箱中#

'

个月以上检测的标本则应置于
]<&g

冰箱

中'但标本在冰箱中保存过久#血清中
+

I

M

可聚合成多聚体#

在用间接法测定时会导致本底过深#甚至造成假阳性&对于反

复冻融的标本#因产生机械剪切力而破坏蛋白质分子结构#易

引起结果假阴性'标本在凝固不全时血清中含有纤维蛋白原#

可使结果出现假阳性#因此#应待血液充分凝固后再离心分离

血清或使用含有适当抗凝剂的采血管'$

'

%操作中的因素#包

括加标本*样品稀释液*酶液*底物
!

*

[

液时滴加液量不够或

过多#洗板不彻底造成非特异性反应物残留引起显色假阳性#

洗液浓度不够或静置时间不够造成所谓的,花板-#温育时间长

短及温育温度高低对反应及显色结果的影响等'$

=

%结果的判

定#按说明书规定结果应在
7%3:;

内读取#若延长时间读取会

使结果出现异常而干扰结果判定'因此#在日常实际操作中应

加强质量管理#增强责任心#尽量避免或减少影响
,*+"!

结果

的因素#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预后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总的来看#

,*+"!

法具有敏感度高*特异性好*操作简便*

批量操作等优点#但其步骤繁多#易受人为等诸多因素干扰'

胶体金法具有检测快速*操作简便*可单份操作*步骤单一*不

需借助仪器设备*不易产生交叉污染等优点(

7&

)

#但其敏感度较

,*+"!

法低'

(

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各实验室可根据自身情

况选用合适的方法#但应注意的是
(

种方法不能交替使用#否

则
e[6!

I

浓度较低时或因,钩状效应-造成
(

次不同的结果而

误导临床#引起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

7

) 叶维法#钟振义
8

肝炎学大典(

U

)

8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7..$

!

=$'/%7%8

(

(

) 陈瀑#康红
8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乙型肝炎的评价(

T

)

8

临床输

血与检验#

(&&'

#

%

$

7

%!

'&/'78

(

'

) 曾章新#刘文星#乐忠勇#等
8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乙型肝炎表

面抗原的评价(

T

)

8

中华医学检验杂志#

7...

#

((

$

$

%!

'(</'(.8

(

=

) 周继文#戎广亚#杨守纯#等
8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

T

)

8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7..>

#

(7

$

7

%!

'&/'(8

(

%

) 陶其敏
8

如何看待病毒性肝炎的基因诊断(

T

)

8

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8

(

$

) 陈华根#刘冰
8

规范使用,带现象-和,钩状效应-概念(

T

)

8

中国输

血杂志#

(&&$

#

7.

$

'

%!

(7>8

(

<

) 李曼#陈正徐#陈玉梅#等
8

一步法测
e[6!

I

产生钩状效应的原因

分析及对策探讨(

T

)

8

齐鲁医学检验#

(&&=

#

7%

$

$

%!

$=8

(

>

) 陈保民
8

酶免疫技术
e[6!

I

中试验操作个体差异及可疑区域的

界定(

T

)

8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

#

=(

$

%

%!

.&=/.&%8

(

.

) 钱厚民#赵江燕#张燕
8

应重视
,*+"!

检测
e[6!

I

灰区范围内样

品的复检(

T

)

8

上海医学检验杂志#

(&&(

#

7<

$

'

%!

7%$/7%<8

(

7&

)

[@

II

6U

#

W?A?C;

2

U

#

"B3

4

@HE?"

#

@CB18!6@1F/

4

@EF?3:;

I

GDE?3

BC?

I

EB

4

D:G:335;?B66B

2

F?ECD@

N

5B1:CBC:A@H@C@3:;BC:?;?FD5/

3B;GD?E:?;:G

I

?;BH?CE?

4

D:G

$

e)M

%

:;5E:;@B;H6@E53

(

T

)

8)1:;

)D@3

#

7..&

#

'$

!

7&>=/7&>%8

$收稿日期!

(&77/&%/(&

%

!检验技术与方法!

血液标本中葡萄糖稳定性的动态观察

史连义!张继领!谢
!

卫!刘继勇!杨保昌!徐
!

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检验科!河北廊坊
&$%&&&

#

!!

摘
!

要"目的
!

动态观测血液标本中葡萄糖的稳定性!为葡萄糖测定标本的采集及处理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

用
WBd

管&肝

素钠管&凝胶促凝管采集血样在室温或
=g

放置不同时间后分离血浆"清#测定葡萄糖$血清标本在室温放置不同时间后测定葡

萄糖!观察其变化规律$结果
!

室温下肝素钠管中葡萄糖浓度随时间延长不断下降!

WBd

管中葡萄糖浓度在前
.&3:;

下降与肝

素钠管中一致!

.&

!

7>&3:;

葡萄糖浓度保持稳定$凝胶促凝管中葡萄糖浓度在前
$&3:;

下降与在肝素管及
WBd

管中一致!但

$&

!

7%&3:;

葡萄糖浓度下降较前两管慢$血清标本在室温下至少保持
'D

稳定$凝胶促凝管在
=g

放置葡萄糖浓度至少保持
'

D

不变$结论
!

防止血液中葡萄糖浓度降低最有效的途径不是使用
WBd

管采血而是将血样低温保存或及时分离血清"浆#$

关键词"葡萄糖'

!

稳定性'

!

标本采集

!"#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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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检验项目用什么颜色的真空采血管采血#是每个临

床护士及检验人员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灰色帽的采血管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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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弱效抗凝剂#有良好的防止血糖降解作用#是血糖

检测的优良保存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推荐使用的检

测血糖的专用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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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临床工作中如果检验肝功能等

生化项目时再单独采一管血用于血糖的检验#一方面增加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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