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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提取液后不同振荡混匀时间对
a-4J"/

检测结果的影响

彭
"

强

"重庆市铜梁县中医院检验科
"

@,%*F,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在
V!U

定量检测
a-4J"/

过程中!加入提取液后的振荡混匀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以选择适当的混

匀时间%方法
"

选择
',

份
a-4J"/

阳性标本!分为
@

组!在加入提取液后!每组标本分别混匀
,9

"不混匀$及
',

'

F,

'

'+,9

!其他

步骤完全按说明书操作!对不同混匀时间组
a-4J"/

定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在加入提取液后!分别混匀
',

'

F,

'

'+,9

!

其
a-4J"/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加提取液后不混匀组检测结果最低!与其他各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D

$

,),'

$%结论
"

a-4J"/

定量检测中!加入提取液后必须振荡混匀!混匀时间在
',9

左右即可!不必将沉淀完全混匀%

关键词"聚合酶链反应#

"

肝炎病毒!乙型#

"

提取#

"

J"/

#

"

振荡混匀时间

!"#

!

',)(CFC

"

K

)3990)'FA($@'(,)%,'%),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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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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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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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a-4J"/

&是
a-4

检测最

直接*敏感*特异的指标)血循环中
a-4J"/

水平与
a-4

感染者病情和预后的关系密切#

a-4J"/

定量检测能反映

a-4

载量及复制状况#对鉴别
a-4

感染#判断
a-4

传染性

强弱及指导临床抗病毒治疗都具有重要意义'

'

(

)在
a-4

J"/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V!U

&检测过程中#样本核酸的

浓缩提取是关键步骤#对结果影响最大#直接关系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

%

(

)核酸提取方法一般有一步法*煮沸法和磁珠法#

(

种方法在
a-4J"/

荧光定量检测中的提取效率*重复性*抗

干扰性及对扩增试剂的兼容能力不尽一致'

(

(

)目前临床较为

常用的是浓缩煮沸$或干浴&法#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在第

一步浓缩离心后#不同样本产生的沉淀有多有少#弃去上清液#

在沉淀物中加入
J"/

提取液
%,

&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剧烈

振荡
*

'

',9

#沉淀物无法完全混匀)如需将沉淀完全混匀#一

般要剧烈振荡
(P30

$

'+,9

&左右#或更长时间)沉淀物混匀的

程度要求及其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探讨

了沉淀物混匀时间对检验结果影响#现报道如下)

E

"

材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选取
a-4J"/

检测结果在
'),[',

(

'

'),[',

+

6̀

"

P\

的临床血液标本
',

份)

E)F

"

仪器与试剂
"

U>:>;$.101(,,,

实时荧光定量
V!U

分析

仪#

47f$(,,,\

旋涡振荡器等)

a-4J"/

检测试剂由广州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F

#线性范

围!

'),[',

%

'

'),[',

+

6̀

"

P\

)

E)G

"

方法
"

将每份标本分作
@

份对比试验#先进行浓缩*离

心#移去上清液#加入提取液后#第
'

份不混匀#另
(

份分别振

荡混匀
',

*

F,

*

'+,9

#其他操作步骤完全一致#按仪器及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操作)

E)M

"

统计学处理
"

对检测结果取常用对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采用
GVGG',),

软件#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
"

_,),*

)

F

"

结
""

果

混匀时间
',

*

F,

*

'+,9

各组间
a-4J"/

检测结果无统

计学差异$

D

%

,),*

&%未混匀组检测结果低于其他
(

组$

D

$

,),*

&#详见表
'

)

表
'

""

不同振荡混匀时间下
a-4J"/

检测结果

混匀时间$

9

&

a-4J"/

测定结果

' % ( @ * F A + C ',

和值 平方和 平均值 方差

, ()(( *)@F *)'+ *)FC F)AA @)C@ @)A, @)*+ A),@ F)C@ *@)F(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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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讨
""

论

实时荧光
V!U

分析仪检测
a-4J"/

具有全封闭单管扩

增#简便快速#重复性好#无扩增后处理步骤等优点#可避免产

物污染'

@$*

(

)在样本和试剂质量合格及
V!U

分析仪性能稳定

的情况下#核酸提取质量是扩增试验是否成功及检测结果是否

准确的重要影响因素'

F$''

(

)核酸提取完全是手工操作#因此需

严格确保操作规范化和标准化#包括样本制备*加样器调校*器

材清洁及温度*时间*离心力*振荡速度)本研究结果表明沉淀

物未混匀时#

a-4J"/

检测结果低于混匀标本$

D

$

,),*

&#

可能与提取液和沉淀物未充分接触有关)混匀时间为
',

*

F,

*

'+,9

时#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D

%

,),*

&#说明沉淀物是否

完全混匀对检测结果没有明显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加

入提取液后振荡混匀
',9

即可#无需将沉淀完全混匀#这与试

剂盒说明书要求的混匀
*

'

',9

相符#既可保证质量#也可简

化操作*节省时间)新型免核酸提取
a-4 J"/

荧光定量

V!U

检测试剂已在临床中应用#具有良好的扩增效率*线性关

系和精密度#与需进行核酸提取的检测试剂相比#线性范围更

宽*操作更简便#具有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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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浆中的变化

崔奕文!周
"

健!王
"

青!李
"

严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F,((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糖尿病肾病"

J"

$患者血浆脑钠肽"

-"V

$水平及其与
J"

的关系%方法
"

随机选择
%

型糖尿病"

JW

$患

者
'CF

例!按尿微量清蛋白排泄率"

/̀#U

$分为大量清蛋白尿组"

/̀#U

%

%,,

&

?

&

P30

$

(F

例'微量清蛋白尿组"

/̀#U%,

'

%,,

&

?

&

P30

$

C+

例'非清蛋白尿组"

/̀#U

$

%,

&

?

&

P30

$

F%

例#

A,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组%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浆
-"V

水平%结

果
"

微量清蛋白尿组'大量清蛋白尿组血浆
-"V

水平高于非清蛋白尿组)分别为"

'C%)'BA%)*

$'"

@%C)CB'F*)(

$和"

',')(B@F)

A

$

R?

&

P\

!

D

$

,),*

*!非清蛋白尿组高于健康组)分别为"

',')(B@F)A

$和"

*A)FB@()@

$

R?

&

P\

!

D

$

,),*

*#血浆
-"V

水平与

/̀#U

呈正相关"

;_,)+(

!

D

$

,),*

$%结论
"

J"

患者血浆
-"V

水平显著升高!可能与
J"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关键词"利钠肽!脑#

"

糖尿病肾病#

"

尿微量清蛋白

!"#

!

',)(CFC

"

K

)3990)'FA($@'(,)%,'%),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AF($,%

""

脑钠肽$

-"V

&是钠尿肽家族成员之一#具有利尿利钠效

应#能够舒张血管#抑制醛固酮的分泌和肾素的活性#在调节体

液容积*血管压力和电解质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能引起机

体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

(

)肾小球血流动力学改变是糖尿病肾

病$

J"

&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病理机制)本研究检测了不同阶段

J"

患者血浆
-"V

水平#探讨血浆
-"V

水平与
J"

的关系)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F

年
A

月至
%,,A

年
C

月本院内分泌科收

治的糖尿病$

JW

&患者
'CF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AF)%BF),

&岁#

JW

病程
@

'

'%

年%均口服降糖药#部分使用

胰岛素#未服用肾素
$

血管紧张素转换抑制剂及其受体阻断剂%

血压正常*无心功能不全)

JW

诊断与分型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CCC

年颁布的相关标准%

J"

诊断与分期参照/希氏内科学$第

'C

版&0)

JW

患者根据
%@E

清蛋白排泄率$

/̀#U

&分为
(

组!非
J"

组$即非清蛋白尿组&

F%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AF),BF)%

&岁#病程$

F)'B')A%

&年#

F

个月内连续
%

次检测

/̀#U

$

%,

&

?

"

P30

%早期
J"

组$即微量清蛋白尿组&

C+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AF)%BF),

&岁#病程$

A)CB')+

&年#

F

个

月内连续
%

次检测
/̀#U

在
%,

'

%,,

&

?

"

P30

%临床
J"

组$即

大量清蛋白尿组&

(F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AF)(B*)A

&

岁#病程$

+)'B')@

&年#

F

个月内连续
%

次检测
/̀#U

%

%,,

&

?

"

P30

)健康组为体检健康者
A,

例#男
(A

例*女
((

例#年龄

$

*C)%BA)'

&岁#经排除
JW

*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

症*肺心病*肾脏疾病等)

E)F

"

标本采集
"

采集受试者晨起空腹卧位静脉血
(P\

#

#J$

7/

抗凝#离心后分离血浆%留取
%@E

尿液#二甲苯防腐#离心

收集上清液)血浆
-"V

检测采用瑞士
U>IE1#=1I9

H

9%,',

电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电化学发光法&%尿微量清蛋白检测采用

美国
-1ITPM0!>O=:1;6PPM

?

1

生化分析仪 $速 率 散 射 比

浊法&)

E)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VGG',),

统计学软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和简单相关分析#显著性检验水准为
"

_,),*

)

F

"

结
""

果

各组受试对象血浆
-"V

及
/̀#U

检测结果见表
'

)相关

性分析显示各患者组血浆
-"V

水平与
/̀#U

呈正相关$

;_

,)+(

#

D

$

,),*

&)

表
'

""

各研究组血浆
-"V

及
/̀#U

检测结果#

HB8

%

组别
# -"V

$

R?

"

P\

&

`/#U

$

&

?

"

P30

&

健康组
A, *A)FB@()@ @)%B(),

非清蛋白尿组
F%

',')(B@F)A

!

C)@B()F

微量清蛋白尿组
C+

'C%)'BA%)*

!

!

+'),B@()%

大量清蛋白尿组
(F

@%C)CB'F*)(

!

CF*)%B',()*

""

!

!与健康组比较#

D

$

,),*

%

!

!与非清蛋白尿组比较#

D

$

,),*

)

G

"

讨
""

论

-"V

是主要由心室合成*分泌的心脏激素#具有排钠和利

尿两种特性#通过增加肾小球滤过率和抑制钠的重吸收而提高

钠和水的排泄#并通过减少醛固酮和肾素的分泌抵消肾素
$

血

管紧张素的作用'

F

(

)

J"

是最严重和最常见的
JW

慢性并发症之一%除遗传因

素外#血压*血糖*血管紧张素
*

等升高与
J"

发病有关)本研

究检测了
'CF

例
JW

患者血浆
-"V

水平#结果显示有清蛋白

尿者血浆
-"V

水平高于无清蛋白尿者#而后者又高于健康者%

血浆
-"V

水平与
/̀#U

呈正相关%提示
J"

患者血浆
-"V

水平高于肾功能正常的
JW

患者#与相关报道一致'

A$+

(

)另有

研究证实继发肾衰竭的
JW

患者血浆
-"V

水平高于肾功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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