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发育具有意义)

甲状腺激素不仅能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维持正常生理活

动#而且对人脑的发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甲状腺激素有促进

物质和能量代谢及促进组织分化*生长和发育的作用#而在人

类胚胎期#甲状腺激素对胎儿脑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孕期甲

状腺素的缺乏会造成后代神经发育受损'

'

(

)妊娠期间由于雌

激素变化和代谢增高#需要母体增加甲状腺激素的产出量)正

常妊娠期间甲状腺的生理改变主要原因是!肾脏对碘的清除率

增加#在碘缺乏地区#可引起妊娠甲状腺肿%血中甲状腺结合球

蛋白$

/6!

&增多#致使
//*

和
//=

增多#但
d/*

和
d/=

正常

或偏低%妊娠的前
*

个月由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W,!

&增

加#孕妇血中
d/=

轻度增高#

/:W

相应降低#到孕
$(

周时胎儿

的甲状腺组织出现#约
$%

周时下丘脑开始有功能#胎盘屏障可

让少量的甲状腺激素通过而使孕妇的甲状腺功能发生变化'

A

(

)

大量研究表明#在妊娠前
*

个月#胎儿的甲状腺功能还没有发

育完全#故在此阶段甲状腺素的来源就是母体#母体血中甲状

腺素水平对胎儿发育至关重要'

E

(

)本次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孕

期
*

$

=

个月的孕妇其血清中的甲状腺激素变化总的发病率高

达
$$&E(?

)因此#加强孕期
*

$

=

个月孕妇血清中甲状腺激

素监测有利于母体的身心健康及胎儿的正常发育#确保优生

优育)

孕妇在妊娠期间#体内的激素调节和新陈代谢都有不同程

度改变#其中#孕妇血清中的
/=

和
/*

含量也会有相应的变

化'

)

(

)临床研究发现#妊娠早期或中期母体轻微的甲状腺功能

减低包括亚临床甲减和低甲状腺素血症#都会使后代的神经智

力发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若及早发现并对妊娠期甲状腺疾

病及时*有效进行干预#可使妊娠结局得到改善)这些研究结

果仅使国际甲状腺学界*妇产科学界以及优生学界重新认识甲

状腺疾病对妊娠的影响#应更加关注对妊娠期妇女施行甲状腺

功能筛查*诊断和及时*合理的治疗#以确保母体及后代的

健康'

*

(

)

甲状腺功能异常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属自身免疫性

疾病)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紊乱并不多见#各地报道不一#但

最近几年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紊乱发病率有所上升#如本地区

妊娠妇女的甲状腺功能紊乱发病率高达
$$&E(?

#而且各种类

型的甲状腺功能异常都有发生#以
d/*

*

d/=

均低于正常#

/:W

增高者最为常见#占
%&$*?

$

)

"

*EA

&#而胎儿宫内发育迟

缓$

9e!-

&发病原因与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下有关'

@

(

)这除了可

能与各地水质中碘含量不同及指导孕妇科学补碘知识普及力

度不够有关外#还与各地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紧张程度以及对男

女的重视程度有关)另外#孕期的感染*疼痛的刺激*药物的不

当使用以及孕期的生活环境和心情都对孕妇甲状腺功能紊乱

有很大影响)在怀孕期间#由于孕妇情绪变化#如果孕妇不能

直接做出适应性调整则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孕妇的身心健康#不利于产后康复#更为重要

的是直接关系到胎儿的生长发育)因此#加强孕前及孕期血清

甲状腺激素筛查#发现有甲状腺功能紊乱时要及时采取合理*

有效的方法进行医学干预)同时#孕妇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

情#对育男育女要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生活上要注意营养的

搭配#补充母体及胎儿的营养需求#工作上要保持轻松#避免过

度紧张情绪#这样就会大大降低母婴患病的风险系数#大大提

高了生活质量#达到全民优生优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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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容量规格一次性加样针对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的影响

冯健亮

"广东省江门市中心血站
!

'%@(((

$

!!

摘
!

要"目的
!

评估帝肯
dHFF#3I.̀ c$'(

全自动加样仪使用
$(((

与
%((

#

7

两种不同容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针对抗
0

W,̀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的影响%方法
!

选
$

份抗
0W,̀

弱阳性标本和稀释后血清标准物质作为待检样本!用两种酶免试剂在全

自动加样仪上使用不同规格的一次性加样针进行加样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灵敏度(孔间精密度和符合性对比分析%结果
!

应

用
%((

与
$(((

#

7

两种不同容量规格一次性加样针加样后!在两种抗
0W,̀

酶免试剂检测各孔间
:

&

,c

值统计结果
,̀

值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I

'

(&('

$%结论
!

应用全自动加样仪进行加样时!应选用满足微量样本移取精度要求的一次性加样针!避免因使

用不当容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针而导致血液检测质量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肝炎抗体!丙型#

!

全自动加样仪#

!

加样针#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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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AE*0=$*(

"

%($%

$

$=0$EE@0(%

!!

全自动加样仪具备快速*高效*精确等特性#能高速处理大 量标本分样或加样#使操作过程标准化#有效地保证血液检测

+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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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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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因此#在采供血机构中被广泛应用于血液标本检测中)

但全自动加样仪加样精度与选用不同容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

针密切相关#特别是抗
0W,̀

酶免检测血液样本加样量属微量

$(

#

7

#样本的加样准确性对其最终检测结果影响颇大'

$

(

)针

对上述情况#笔者设计如下实验探讨全自动加样仪使用不同容

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针对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的影响#

并进行数据分析#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市无偿献血者
.8/;0[

%

抗凝血液标

本#标本离心后#检查标本无出现血凝块或纤维蛋白等悬浮在

血浆中现象%北京康彻思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e

"

I7

抗
0

W,̀

血清标准物质$批号有效期内使用&)

A&B

!

检测试剂
!

共两种抗
0W,̀

酶免检测试剂盒#分别为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公司$批号
,%($$(%(=

&#记为
;

)另一种为美

国强生
cHKP3

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记为
6

)

以上两种试剂盒均经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所批批检定合

格#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A&C

!

检测仪器
!

/F2JDdHFF#3I.̀ c$'(

全自动加样仪$瑞

士
/F2JD

#按原厂要求对仪器进行加样精密度校验并检定合

格&#使用
/F2JD

原厂
$(((

与
%((

#

7

两种规格一次性加样针

杜绝标本间交叉污染%费米
%=

"

%(

全自动酶免处理系统$瑞士

WJI54K3D

#按原厂要求进行检测精密度校验并检定合格&)

A&D

!

检验方法
!

用上述两种酶联免疫试剂对献血者血液标本

和抗
0W,̀

血清标准物质进行常规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实

验初*复检)每份血液标本加样先使用
$(((

#

7

规格一次性

加样针完成
6

试剂加样操作$每次处理不同血液标本更换新

的一次性加样针&#再次更换新的
%((

#

7

规格一次性加样针完

成
;

试剂的加样操作#加样完毕后观察各自试剂微板孔内标

本稀释液变色情况排除血液标本漏加可能性)在费米
%=

"

%(

全自动酶免处理系统中完成孵育*洗板试剂分配和结果判读过

程#所有操作方法及结果判定均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挑选
$

份经两种试剂常规检测后
D

"

BT

值在
$&($

$

$&'(

弱阳性血液

标本和用健康人血清稀释后抗
0W,̀

血清标准物质作为实验

待检样本#对这
%

份实验待检标本使用不同容量规格的一次性

加样针进行两种试剂的加样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灵敏度*

孔间精密度和符合性对比分析)

A&E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E&(

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全

自动加样仪使用不同规格一次性加样针检测抗
0W,̀

弱阳性

血液标本和倍比稀释抗
0W,̀

血清标准物质的孔间精密度
BK

值进行配对
3

检验)

B

!

结
!!

果

B&A

!

抗
0W,̀

弱阳性血液标本用不同规格加样针处理后检测

结果
!

选择
$

份经两种试剂常规检测后呈抗
0W,̀

弱阳性血

液标本#其中
;

试剂检测
:

"

,c

值为
$&=*

#

6

试剂检测
:

"

,c

值为
$&$%

)将该血浆标本分装在
)

支洁净干燥玻璃试管置于

全自动加样仪标本架上分别用
$(((

和
%((

#

7

一次性加样针

完成
;

*

6

两种试剂在同一板内连续检测
%=

孔加样处理$全自

动加样仪设置为每次加完
$

孔样本后更换新的一次性加样针

再次加样操作#以杜绝因加样针重复使用导致加样不准现象&#

结果分别见表
$

)

B&B

!

倍比稀释抗
0W,̀

血清标准物质检测结果
!

将
%S,e

"

I7

抗
0W,̀

血清标准物质用健康人血清稀释到
$]%

后分装

在
)

支洁净干燥玻璃试管再置于全自动加样仪标本架上分别

用
$(((

和
%((

#

7

一次性加样针完成两种试剂各在同一板内

连续加样检测
%=

孔#处理方法同
%&$

#结果见表
%

)

B&C

!

弱阳性标本孔间精密度比较
!

见表
$

#抗
0W,̀

弱阳性血

液标本使用
%((

#

7

一次性加样针在两种试剂检测的孔间精密

度
BK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I

(

(&('

&#但是使用

$(((

#

7

一次性加样针在两种试剂检测的孔间精密度
BK

值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I

'

(&('

&)

表
$

!!

$

例弱阳性标本用两种规格一次性加样针检测

!!

抗
0W,̀

检测
D

#

BT

值结果

加样针规格

$

#

7

&

D

"

BT

$

Ji;

#

#j%=

&

;

检测试剂

BK

$

?

&

6

检测试剂

%(( $&*@i(&(== *&$E $&%(i(&(** %&E)

(

(&('

$((( (&@%i(&(E( E&A$ $&(*i(&(=' =&**

'

(&('

表
%

!!

$

"

%

倍比稀释抗
0W,̀

血清标准物质检测

!!

D

#

BT

值结果%

Ji;

+

#j%=

&

试剂
%((

#

7

加样针
BK

$

?

&

$(((

#

7

加样针
BK

$

?

&

; *&%*i(&(@' %&@= $&@'i(&$A( )&%(

6 %&(*i(&('E %&)$ $&A*i(&()* '&$%

!!

使用
%((

#

7

加样针两种试剂检测
BK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j$&A*

#

I

(

(&('

&#使用
$(((

#

7

加样针两种试剂检测

BK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AE

#

I

'

(&('

&)

C

!

讨
!!

论

随着安全输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采供血机构的质量

保证工作已成为关注焦点)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促使实验室

需对血液检测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加以控制'

%

(

)全自动加样仪

解决了大量标本加样和数据传输的问题#使操作过程标准化#

减少了人为误差#提高了检测的准确度和特异性)实现了加样

过程的可追溯性#有效的保证血液检测质量#因此#全自动加样

仪广泛应用于血液检测工作)但有报道表明'

*0=

(

#全自动加样

仪如使用加样针是永久钢针$非一次性&会导致阳性标本拖带

现象#因此#卫生部在.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中规定血液

标本如需分样完成多项目检测需避免分样或加样过程中样品

被污染或稀释'

'

(

)为确保血液检测的准确性#使用一次性加样

针替代永久钢针成为必然'

A0E

(

)

一般仪器厂家对使用不同规格一次性加样针移取液体最

少量有严格要求'

)

(

#通常规定
%'(

#

7

以下容量规格的一次性

加样针可满足移取
$(

#

7

样本精密度要求%

$(((

#

7

一次性加

样针可满足移取
$((

#

7

样本加样准确性)目前中国规定采供

血机构需对献血者捐献血液进行
W6C;

O

*抗
0W9̀

*抗
0W,̀

和

抗
0/+

几种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上述检测项目样本加样量

各不相同#在应用全自动加样仪时需根据各检测项目样本加样

量选用合适容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以求最佳加样精度)但由

于某些品牌全自动加样仪如更换使用不同容量规格一次性加

样针时需对仪器和操控软件的加样参数重新进行调整设置)

为了避免更换不同一次性加样针后反复调整设置的麻烦#目前

采供血机构多数直接采用
$(((

#

7

容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针

用于上述所有酶免检测项目的样本分样或加样操作)因抗
0

W,̀

酶免检测的样本加样量多为微量
$(

或
%(

#

7

#因此直接

应用
$(((

#

7

加样针进行微量样本移取能否达到预想的加样

准确度需慎重使用)

由表
$

可知#使用
%((

#

7

一次性加样针$下转第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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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离心时使用密封离心桶$安全杯&或者密封转头#待气溶

胶沉降后$

*(I5D

&或者在生物安全柜里打开离心管#这样可以

减少气溶胶的传播)

A&E

!

临检实验室
!

临检实验室的标本有血尿便*痰液*脑脊

液*浆膜腔积液以及各种分泌物#并携带多种病原微生物#工作

人员检测和处理标本时#存在着被感染和环境污染的危险#临

检实验室的门窗把手*采血台*操作台*标本台*候检椅和多人

次使用的止血带都是病原微生物的传播媒介)预防措施!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在实验室操作中穿工作服#戴帽子*手套和口

罩#改善洗手环境#因为在引起医院感染的诸多原因中#医护人

员的手是医院感染传播的重要媒介'

*

(

#所以#正确地洗手是预

防和控制病原体传播*降低医院感染的重要措施#是对医患双

相保护的有效手段)用脚踏式或感应式水龙头#肥皂保持干

燥#用液体皂更好#采用六步法洗手#认真揉搓掌心*指缝*手背

关节*指腹*指尖*拇指*腕部#时间不少于
$(

$

$'C

#流动水洗

净#水龙头用自动感应开关'

=

(

)

B

!

综合管理

提高医院感染认识!实验室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医院感染

规范/#提高认识#制定好相关规章制度#加强执行力度#积极做

好医院感染管理的预防控制工作)

加强技术培训!实验室工作必须接受医院感染知识的培

训#认真学习.医院感染管理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等有关专

业知识#定期考核讲评#提高技术水平)

健全医院感染组织机构#医院领导应高度重视医院感染工

作#建立健全医院感染管理体系#明确医院感染管理组织在医

院感染监管工作中的职能#在组织建设*人员配备*资金投入*

防护用品等方面提供保障)当前检验科已把职业暴露防护纳

入制度管理'

'

(

)检验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医院感染工作的重

要性#提高个人防护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防护能力和防护水

平)尽量减少可能导致的危险因素#最大限度地降低医院感染

发生率)改善实验室工作条件#医院领导应该认识医院感染管

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医院的生存和发展#要加大资金投入#改善

实验室的环境和工作条件)

综上所述#检验科通过上述的各项措施和管理方法#提高

了检验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使检验科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得

到控制#降低了检验科医院感染的发生#有利于检验科工作人

员*患者和社会群体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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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加样检测#两种试剂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

实验检测
D

"

BT

值结果显示均正确检测无漏检#孔间精密度

BK

值无差异#表明选用
%((

#

7

规格加样针加样准确度符合实

验要求)但同样标本在更换
$(((

#

7

规格加样针加样检测后

出现
;

试剂检测
D

"

BT

值未达到判定抗
0W,̀

阳性标准#与
6

试剂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
D

"

BT

值不吻合#而且两

者孔间精密度
BK

值差异较大)推测原因为全自动加样仪更

换
$(((

#

7

规格一次性加样针后在移取
$(

和
%(

#

7

微量样本

时加样精度难以保证#导致加样时各孔间精密度变化极大#影

响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正确结果)这点在表
%

中也得到验证!对

已知浓度水平的标准物质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因

使用不同容量一次性加样针进行加样操作同样会出现如表
$

所得出结论)因此应用全自动加样仪进行抗
0W,̀

酶联免疫

吸附实验检测加样时除了坚持使用一次性加样针杜绝样本交

叉污染外#最好还要选用满足
$(

#

7

微量样本移取精度要求的

一次性加样针#避免因使用不当容量规格的一次性加样针而导

致血液检测质量事故的发生)如确因仪器和耗材等限制原因

只能选择
$(((

#

7

一次性加样针时#则必须在使用前进行仪

器加样精密度与准确度的校验工作'

@0$(

(

#确认仪器加样准确性

与可靠性得到保障#可满足抗
0W,̀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加样精

度要求后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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