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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磷脂是一种具有抗原性的磷脂#在哺乳动物心肌和骨骼

肌中含量最高'

IL̂

)

"

*

!

反复流产)

#

*

!

乙型肝炎)

$

*等疾病患

者体内可检出
1K1

'本研究采用
L̂!I1

检测的
1K1

以血小

板和内皮细胞膜上带负电荷的心磷脂为靶抗原#结果
.V0I.

阳性
.2

感染患者
!

反复流产患者
!

乙型肝炎患者
1K1

阳性

率均高于健康者'

.V0I.

检测原理是用提取自牛心肌的心

磷脂#经耦合卵磷脂和胆固醇后悬于含有甲苯胺红的特制溶液

中#如血清标本中含有相应抗体则形成可见的凝集颗粒)

(

*

'本

研究中#

.2

感染患者
.V0I.

阳性率为中
()%)M

#

IL̂

患者

.V0I.

阳性率为
(%#M

#但滴度均较低#其他疾病患者中未检

出
.V0I.

阳性者#说明
1̂L!1

和
.V0I.

检测的
1K1

并不

完全相同#具有明显异质性)

&,5

*

#以
.V0I.

诊断
.2

感染可能

存在一定比例的假阳性)

8,'

*

'

普遍认为
.2

感染机体后可造成宿主细胞破坏#导致心磷

脂被释放#刺激机体产生
1K1

)

4

*

'另有学者认为
.2

本身释

放的心磷脂抗原可刺激机体产生抗梅毒心磷脂抗体)

")

*

'本研

究以
L̂!I1

和
.V0I.

检测在
.2

感染者中检出一定比例的

1K1

阳性患者#且
.221

和
.V0I.

均为阳性的患者中#

.V0I.

滴度与
L̂!I1

检测
1K1

阳性率呈正相关%在其他疾

病患者中#

L̂!I1

检测
1K1

呈不同程度阳性#但
.V0I.

检

测结果几乎均为阴性#考虑可能与
.2

感染者体内存在两种不

同来源的
1K1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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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对双向侧流免疫法测定
S.,

<

>9]S2

结果的影响

郭景玉!张云林%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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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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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王卉妍!李国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一六医院检验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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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反应时间对于双向侧流免疫法测定
S

末端脑钠肽前体"

S.,

<

>9]S2

%结果的影响'方法
"

选择心衰患者

")"

例!根据美国纽约心脏协会"

SdZ1

%心衰分级标准!

$!#

级患者分别为
##

&

$5

&

#(

和
"4

例$另选择健康者
$$

例'以双向侧

流免疫法分别在反应时间为
#)

&

#&

&

$)

&

$&

和
()C7/

时进行血浆
S.,

<

>9]S2

测定!比较不同反应时间及各研究组间测定结果的

差异'结果
"

各研究组内不同反应时间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各组间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以双向侧流免疫法测定
S.,

<

>9]S2

应严格控制反应时间!保证结果准确性'

关键词"反应时间$

"

双向侧流免疫法$

"

S

末端脑钠肽前体

!"#

!

")%$454

"

6

%7++/%"58$,("$)%#)"#%"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8$,("$)

"

#)"#

%

"8,#"&",)#

""

S

末端脑钠肽前体$

S.,

<

>9]S2

&主要由心室肌细胞分

泌#当左心室容量负荷压力过大或收缩强度增加时#脑钠肽前

体$

<

>9S]2

&被释放#随后被分解为无活性的
S.,

<

>9]S2

和有

生物活性的脑钠肽$

]S2

&'研究显示
S.,

<

>9]S2

检测对充

血性心力衰竭$简称心衰&的诊断(治疗判断和预后评价具有重

要价值)

",&

*

'以双向侧流免疫法检测
S.,

<

>9]S2

具有简便(

快速的特点#并可用于床旁检验$

2XK.

&

)

5

*

'对于
2XK.

方

法#严格的试验条件和必要的质量控制是获得可靠结果的重要

保证'本文主要探讨反应时间对双向侧流免疫法测定
S.,

<

>9]S2

结果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4

月于本院就诊的心衰患者标本

")"

例#按美国纽约心脏协会$

SdZ1

&心衰分级标准分为
$

级

##

例(

(

级
$5

例(

&

级
#(

例(

#

级
"4

例'同期于本院体检健

康者
$$

例纳入健康组'

@%A

"

仪器与试剂
"

IIQ,#

多功能免疫检测仪及
S.,

<

>9]S2

检测试剂由瑞莱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提供'

@%B

"

方法
"

以肝素锂抗凝管采集患者及健康者静脉血
(CL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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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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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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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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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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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后分离血浆标本进行
S.,

<

>9]S2

检测%每例标本检测
&

次#反应时间分别设定为
#)

(

#&

(

$)

(

$&

和
()C7/

#其余步骤严

格按仪器及试剂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比较不同研究组内不同

反应时间和不同研究组间测定结果的差异'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2II"5%)

统计软件包进行重复测量

数据的方差分析)

8

*

#即首先通过球形检验判断重复测量数据间

是否存在相关性#确定存在相关性后采用
W>::/*9B+:,W:7++:>

校正结果进行方差分析#显著性检验水准为
,

_)%)&

'

A

"

结
""

果

不同反应时间
S.,

<

>9]S2

测定结果见表
"

#球形检验显

示重复测量数据间存在相关性$

!

#

)%)&

&#

W>::/*9B+:,W:7++:>

校正结果方差分析显示#不同研究组内不同反应时间测定结果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_85%4$

#

!

#

)%)"

&#随着反应时间

的延长#各研究组检测结果呈上升趋势%各研究组间测定结果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_"&%'$

#

!

#

)%)"

&'

表
"

""

不同反应时间测定的
S.,

<

>9]S2

结果$

FN5

(

/

D

'

L

%

反应时间$

C7/

&

SdZ1

分级

健康组
$

级组
(

级组
&

级组
#

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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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侧流免疫反应检测原理为双抗体夹心法'标本中的

S.,

<

>9]S2

首先与化学耦合垫上的抗
S.,

<

>9]S2

抗体耦合

物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免疫复合物随着标本在硝基纤维素膜

上的层析流动而移动#移动至检测区时#与预先包被在硝基纤

维素膜上的抗
S.,

<

>9]S2

抗体结合而被固定在硝基纤维素

膜上'标本中
S.,

<

>9]S2

含量越高#免疫复合物形成越多#

条带上的光密度值越高'同时#

OS2,]I1

标记的胶体金作为

内控耦合物#可与预先包被在硝基纤维素膜上的抗
OS2

抗体

结合#形成两条内控带'反应结束后#

IIQ,#

多功能免疫检测

仪对内控带和检测带光密度进行分析#并计算相对光密度值#

再根据预先设置的标准曲线计算
S.,

<

>9]S2

浓度'

IIQ,#

多功能免疫检测仪测定
S.,

<

>9]S2

采取了一系列

质控措施以保证结果准确性#如!设置内对照#当内控带光密度

值超过或低于预设值时#系统报告检测无效%采用相对光密度

值进行结果计算#降低批内变异%预先设定每批产品的标准曲

线#降低批间变异%使用智能温控系统#确保每次试验条件一

致'

多种
2XK.

仪器可用于
S.,

<

>9]S2

检测#与自动化检测

设备相比#

2XK.

仪器可明显缩短标本周转时间#能够更为快

速地得到结果'有研究表明#

2XK.

仪器与自动化检测设备的

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

*

'因此#

2XK.

的临床应用日趋广

泛'但不规范的操作会对
2XK.

检测结果产生影响'本研究

探讨了反应时间对双向侧流免疫法测定
S.,

<

>9]S2

的影响#

结果显示#心衰患者和健康者标本在不同反应时间下的测定结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反应时间延长#检测结果呈

上升趋势#这可能与随着反应时间延长#胶体金形成的条带颜

色逐渐加深有关'因此#采用双向侧流免疫法测定
S.,

<

>9],

S2

时#应严格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从而保证结果的准

确可靠#为临床提供及时(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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