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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操作步骤繁多#需多次高速离心#吸取废液

等#

97̂

病原体也需要在高温下裂解#整个过程非常容易造成

核酸丢失及样本间的交叉污染&而一步法试剂采用核酸释放剂

释放核酸#整个实验只有三个操作步骤#并且都在一个
<1)

反

应管中进行#整个操作流程简便'省时省力#极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同时#样本释放的核酸全部转入扩增#也提高了检测结

果的可重复性与准确性#这与之前报道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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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本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二者的相关性很好$

8g,=>85

%#

@

检验结果显示两种试剂

定量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表明两种试剂都可以

应用于临床检测(但是对对照试剂检测结果小于
5,,!e

"

("

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两种试剂定量结果差异较大(对照试剂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本#一步法试剂检测结果与之基本相符&

但对照试剂部分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样本#一步法试剂检测结果

为阳性#复检结果亦证实这些样本为
97̂

阳性#这表明一步

法试剂具有更好的灵敏度(

临床
<1)

检验相对于其他临床检验技术而言#虽然具有

极高的检测灵敏度#但影响其检测结果的因素也很多(在临床

样本核酸提取过程中#靶核酸的丢失'残留的提取试剂'抑制物

去除不彻底'扩增仪孔间温度差异等均可能造成检测结果呈假

阴性#而避免假阴性结果最有效的措施是设置内标)

+,

*

(一步

法试剂中设置有内标#内标的探针与
97̂

目标基因的探针采

用不同的荧光报告基团标记#通过检测内标是否正常扩增来监

控阴性实验结果是否有效#从而避免检测结果产生假阴性的现

象#从而确保定量结果更加可靠'准确(

综上所述#

97̂

一步法试剂具有操作简便'定量准确'灵

敏度较高等优点#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临床
97̂

快速定量检测

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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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索一种降低
1*#5-,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测定成本的方法%方法
#

把
j

轴的微型步进电机的
WHH2CF

值由原

来的
f8,

增加到
f+>

!以减少试剂瓶的死体积%结果
#

把试剂瓶的死体积减少至
+,,

$

"

!可节省
5,,

$

"

试剂%结论
#

此方法能

减少试剂浪费!有效降低测定成本!对于基层的中小型医院尤为适用%

关键词"血凝仪'

#

步进电机'

#

死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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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具有测定速度快'结果准确'重

复性好等特点#该设备作为小型全自动血凝仪的代表#在国内

有相当大的市场占有率)

+#$

*

(笔者在应用该仪器的过程中#探

索出一种降低测定成本的方法#本文就此方法作一介绍#供同

行参考(

F

#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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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质控品$日本

0d0/[U

公司提供%#每日开机后先做质控#结果在控后再进

行标本测试(

+,,,

$

"

可调移液器一个#

+,,

$

"

可调移液器

一个(仪器主要参数设置!试剂容器名称为出厂设置-

1e<

.#

血凝测试项目包括凝血酶原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

S

%的参数设置

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G

#

问
##

题

笔者在使用该仪器的过程中发现#当试剂瓶内还剩很多试

剂时#仪器就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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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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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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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报警后#用可调移液器测量试剂瓶内试剂剩余量#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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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瓶血凝试剂的规格为
+("

或
.("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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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成本很高#因此笔者认为仪器出厂时设置的试剂瓶死体积

偏大#存在试剂浪费现象#试剂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无形中提高

了检测成本(

H

#

解决方法

笔者发现#仪器在吸取试剂时#针的上下移动是由
j

轴的

微型步进电机$以下简称
j

电机%通过皮带传递动力来控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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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针在向下移动过程中#如果超过仪器程序设置的报警

脉冲值#还检测不到液面#仪器就会报警试剂不足(此时的脉

冲值就等于
j

电机工作的脉冲值加上试剂容器对应的
WHH2CF

值#后者是
j

电机工作的脉冲值到试剂瓶死体积之间的补偿

值(在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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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

)

0CF

*键#屏幕显示-

1e<

.的
WHH2CF

值为
f8,

(然后准备一个

仪器配套的空塑料试剂瓶#用
+,,

$

"

可调移液器#往瓶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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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馏水#放在试剂支架中试剂
>

的位置(按)

j<KL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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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CF

*#执行
WHH2CF

值调整程序#当针及机械装置回到

初始位置后#屏幕显示
WHH2CF

值为
f+>

#再按)

)CFKDA

*

.

)

)C#

FKD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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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设置#退出
0CDE@IC

程序即可(修改设置后#

仪器再报警试剂不足时#笔者用可调移液器测量相应试剂瓶内

试剂剩余量#约
+,,

$

"

(说明试剂瓶的死体积由
8,,

$

"

减少

至
+,,

$

"

#节省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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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降低了测定成本(

I

#

讨
##

论

按照仪器操作手册的方法#仪器报警后#要等全部标本检

测完停机时才能更换试剂#报警试剂不足的血凝项目因为没出

结果还得重做#这既浪费了耗材又减慢了检测速度)

>#+,

*

(应用

此方法后#笔者观察试剂瓶内试剂剩余量约
+,,

$

"

时#更换新

试剂#避免了仪器报警试剂不足的出现#在提高检测速度的同

时还节省了耗材(笔者自
.,++

年
+

月开始#将上述方法应用

于实际工作中#室内质控结果良好#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此方法对于基层中'小型医院尤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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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分离胶促凝剂对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测定的影响

徐裔婷!盛传奕!瞿
#

卫"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核医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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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真空采血管分离胶促凝剂对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0[

#测定的影响%方法
#

随机选取
-,

例患者同时

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采血管与无添加剂真空采血管采集血液!将无添加剂玻璃真空采血管中吸出的
8,,

$

"

血清作为
*

组!剩余

血清留在原管中作为
7

组!分离胶促凝剂塑料真空采血管中血清作为
1

组!分别于采血后
+

$

.

$

8G

测定各组的
&0[

水平%结果

#

1

组的
&0[

结果显著高于
*

组和
7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而
7

组与
*

组的
&0[

水平在
+G

和
.G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5

#!但在
8G

!

7

组的
&0[

水平要显著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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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真空采血管分离胶促凝剂

对
&0[

测定有影响%

关键词"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

分离胶促凝剂'

#

真空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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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胶促凝剂真空采血管是在玻璃试管或塑料试管中同

时添加促凝成分和分离胶#以达到既能快速分离血清又能使血

清中各种物质的浓度保持相对稳定的目的#在临床实验室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分离胶促凝剂是否会影响某些成

分的检测#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与验证(在临床工作中#神经元

特异性烯醇化酶$

&0[

%的检测结果容易受到标本溶血或放置

时间的影响)

+#.

*

(有研究报道#促凝剂可致轻微溶血)

-

*

(因此#

笔者对同时用分离胶促凝剂真空采血管与无添加剂真空采血

管制备的血清进行
&0[

检测#探讨分离胶促凝剂对
&0[

检测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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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门诊患者
-,

例#清晨肘静脉

采血(

F=G

#

仪器与试剂
#

分离胶促凝剂塑料真空采血管和无添加剂

玻璃真空采血管分别为美国
73

公司和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产品(瑞士
)BIGC

公司
[+6,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试

剂为该公司的配套试剂(

F=H

#

方法
#

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分别采入分离胶促凝剂

塑料真空采血管和无添加剂玻璃真空采血管中#轻轻颠倒混匀

.

%

-

次#室温静置#待血液完全凝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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