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患者
RL5!J

与
)̀6

水平分析显示#

RL5!J

水平与
)̀6

水平呈正相关'

综上所述#

)̀6

只能检测出某一具体时间内的血糖水平#

且不稳定#易受应激(进食(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

检测时还需辅助
RL5!J

检查#

RL5!J

与
)̀6

综合诊疗
+7

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两者联合检测比单独检测结果更为可靠#

有利于临床更早地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对疾病的诊断(血糖

控制及治疗效果评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

!

* 周瑞芳#付小蕾
#"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空腹血糖(餐后

"E

血糖的关系)

X

*

#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

#

!=

$

!

&!

&",&'#

)

"

*

U;

-

@LC@D:?;*

#

6@/.D?7

#

R

H

3.;T

#

@D./#+@:2

-

;I@.DFC@:?IDE@

+2.L@D@:.;G)@C2?G?;D./>E@C.

BH

>C2./

$

+)>>

&!

.3F/D2J@;D@C

C.;G?32e@G:2;

-

/@,3.:V@GJ/2;2J./DC2./D@:D2;

-

DE@@II@JD?I;?;,

:FC

-

2J./

B

@C2?G?;D./DE@C.

BH

?;

-

/

H

J?:

H

/.D@GE@3?

-

/?L2;

$

RL5!J

&

/@M@/:2;:FL

9

@JD:K2DED

HB

@"G2.L@D@:.;GJEC?;2J

B

@C2?G?;D2D2:

)

X

*

#S?;D@3

B

S/2;>C2./:

#

"(!'

#

'&

$

"

&!

$!$,$"&#

)

'

* 何祖玲
#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X

*

#

检验

医学与临床#

"(!'

#

!(

$

8

&!

!!"!,!!""#

)

=

*

6.CE

H

.;)

#

>?

BB

N6

#

SE2@;Xc

#

@D./#+CF

-

,G2:@.:@3?G@/,L.:@G

G@M@/?

B

3@;D?IDE@C.

B

@FD2J.

-

@;D:I?CDC@.D3@;D?IG2.L@D@:

)

7

*""

*JE32GD*

#

+@C@;G?CIR#5

BB

/2@G)E.C3.J?3@DC2J:#*

B

C2;

-

@C0@K

c?CV

#

"(!=

!

!'8,!$8#

)

$

* 梁栋
#

比较糖化血红蛋白与空腹血糖诊断糖尿病的效果)

X

*

#

中国

卫生产业#

"(!'

#

!!

$

"=

&!

%%#

)

&

*

C̀?;D?;2*

#

+2N.CD?/?)

#

5M?

-

.C?5

#

@D./#6/FJ?:@M.C2.L2/2D

H

!

.;

@3@C

-

2;

-

D.C

-

@DI?CDE@DC@.D3@;D?IG2.L@D@:3@//2DF:

)

X

*

#+2.L@,

D@:4@:S/2;)C.JD

#

"(!'

#

!("

$

"

&!

%&,8$#

)

<

* 续燕
#

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检测在糖尿病诊断及其疗效评价

的临床应用)

X

*

#

中国医药导刊#

"(!'

#

!$

$

!!

&!

!%%8,!%8(#

)

%

*

T2;J?II57

#

>.CG2IXS

#

0@./N

#

@D./#UM./F.D2?;?IDE@GF./

B

@C?A,

2:?3@

B

C?/2I@C.D?C,.JD2M.D@GC@J@

B

D?C

%

"

'

.

-

?;2:D./@

-

/2D.e.CD?C@,

GFJ@J.CG2?M.:JF/.C@M@;D:2;

B

.D2@;D:K2DE.JFD@J?C?;.C

H

:

H

;,

GC?3@.;GD

HB

@"G2.L@D@:3@//2DF:

!

C.D2?;./@.;GG@:2

-

;?IDE@

5/@S.CG2?DC2./

)

X

*

#53R@.CDX

#

"(!'

#

!&&

$

'

&!

="8,='=#

)

8

*

*@/M2;U

#

4.K/2;

-

:57

#

N@C

-

@;:D./47

#

@D./#0?C.J2./G2II@C,

@;J@:2;DE@.::?J2.D2?;?I

-

/

H

J.D@GE@3?

-

/?L2;K2DEV2G;@

H

G2:,

@.:@.;GJ.CG2?M.:JF/.C?FDJ?3@:

)

X

*

#+2.L@D@:S.C@

#

"(!'

#

'&

$

!(

&!

"88$,'((!#

)

!(

*黄泳#文辉
#

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早期诊断中的应

用分析)

X

*

#

中国卫生产业#

"(!=

#

!"

$

!8

&!

!"",!"'#

)

!!

*

S?.;OU

#

*JE/2;V@CD5N

#

N@JVN4

#

@D./#S/2;2J./2;@CD2.GFC2;

-

B

?:D?

B

@C.D2M@3.;.

-

@3@;D?IG2.L@D@:3@//2DF:

!

C@/.D2?;:E2

B

L@,

DK@@;E

HB

@C

-

/

H

J@32..;G2;:F/2;DE@C.

BH

2;D@;:2I2J.D2?;

)

X

*

#X+2.,

L@D@:*J2>@JE;?/

#

"(!'

#

<

$

=

&!

%%(,%%<#

)

!"

*臧岱
#

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水平测定在糖尿病临床诊断中的

实用价值)

X

*

#

糖尿病新世界#

"(!=

#

'=

$

!"

&!

"8#

)

!'

*崔霞
#

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X

*

#

现代养生#

"(!=

#

'(

$

"

&!

!'",!'=#

)

!=

*

6@;?M@:@*

#

).::.C?5

#

NCF;@DD2)

#

@D./#)2?

-

/2D.e?;@4.;G?32:@G

QD./2.;*DFG

H

?;7@D.L?/2J*

H

;GC?3@

$

)4Q*75

&!

@II@JD?I

B

2?

-

/2,

D.e?;@K2DE3@DI?C32;?;R+T,S/@M@/:2;>

HB

@"G2.L@D2J

B

.,

D2@;D:

)

X

*

#XU;G?JC2;?/Q;M@:D

#

"(!'

#

'&

$

%

&!

&(&,&!&#

$收稿日期!

"(!$,(","!

&

!临床研究!

总蛋白检测对钙离子检测携带污染来源分析

唐宗青!张小斌!邰宏明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兴化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总蛋白"

>)

$检测对钙离子"

S.

"a

$检测存在的携带污染%方法
!

采用
5g$%((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同

一份混合血清标本进行连续
!(

次
S.

"a检测!计算检测结果的均值"均值
5

$%在
>)

检测
!

次后连续
=

次检测
S.

"a

!结果记为

>!

!

>=

!重复
!(

次!并保证测定所用的比色杯相互独立!若
>!

均值与
>=

均值相差
$P

或以上!判为试剂针污染!若
>'

均值与

>!

均值相差
$P

或以上!判为搅拌棒污染%在
>)

测定完后常规清洗比色杯!并采用同一比色杯进行
S.

"a检测!重复
!(

次!计算

均值
N

!若均值
N

与均值
5

相差
$P

或以上!判为比色杯携带污染%结果
!

>!

均值与
>'

&

>=

均值的偏差幅度均小于
$P

#均值
N

与均值
5

偏差幅度为
!!#'$"P

%结论
!

5g$%((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

对
S.

"a测定不存在试剂针和搅拌棒携带污染!但

存在明显的比色杯携带污染%合理设置
>)

&

S.

"a检测反应所在比色杯位置及增加纯水清洗程序!可有效避免比色杯携带污染%

关键词"总蛋白#

!

钙离子#

!

携带污染#

!

比色杯

!"#

!

!(#'8&8

"

9

#2::;#!&<',=!'(#"(!$#!'#(&"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

"

"(!$

$

!',!8=!,("

!!

笔者临床工作中发现#测定总蛋白$

>)

&后再进行钙离子

$

S.

"a

&检测#有可能导致后者检测结果偏低#考虑可能与
>)

检测引起的某种形式的携带污染有关'为此#本研究通过携带

污染检出试验对携带污染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

的处理措施'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随机选择
'(

例体检健康者#采集血清标本#

充分混匀后备用'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1/

H

3

B

F:

公司
5g$%((

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双缩脲法
>)

检测试剂购自宁波美康公司#偶氮胂

*

终点法
S.

"a检测试剂购自北京利德曼公司%均采用各自配

套的校准品'

?#A

!

方法

?#A#?

!

对照值的确定
!

连续检测混合血清标本
S.

"a水平
!(

次#检测结果分别记为
.!

!

.!(

#计算均值
5

(标准差及变异系

数#以均值
5

作为对照值'

?#A#@

!

污染来源的确认
!

以混合血清作为检测标本#在检测

>)

水平
!

次后#连续检测
S.

"a水平
=

次#

S.

"a检测结果记为

>!

!

>=

%按上述方法重复检测
!(

次#并保证每次检测所用的

比色杯相互独立'若
>!

均值与
>=

均值相差
$P

或以上#判为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DXT.L7@G

!

XF/

H

"(!$

!

Y?/#'&

!

0?#!'



存在试剂针污染%若
>'

均值与
>!

均值相差
$P

或以上#判为

存在搅拌棒污染'另在
>)

检测完成后常规清洗比色杯#并采

用用同一比色杯进行
S.

"a检测#重复
!(

次#

S.

"a检测结果记

为
L!

!

L!(

#计算均值
N

#若均值
N

与对照值相差
$P

或以上#

判为存在比色杯携带污染'

?#A#A

!

清洗后检测
!

将仪器设置为内部纯水清洗程序后重新

测试#重复
!(

次#

S.

"a检测结果分别记为
G!

!

G!(

#若均值
+

与对照值相差
$P

或以上#判为清洗无效'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

C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对照值的确认
!

混合血清标本连续
!(

次
S.

"a检测结果

$

.!

!

.!(

&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3?/

"

T

#均值
5

$对照值&为
"#"$&3?/

"

T

#标准

差为
(#(!8$

#变异系数为
(#%&<P

'

@#@

!

污染来源确认试验结果
!

污染来源确认试验中#连续
!(

次
>!

!

>=

检测结果见表
!

'$

>!

均值
,>=

均值&"

>=

均值
Z

!((P\(#'88P

#$

>!

均值
_>'

均值&"

>'

均值
Z!((P\

(#$''P

#两者均小于
$P

'对连续
!(

次
>!

!

>=

检测结果与

.!

!

.!(

检测结果进行
3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3

值分别为

(#8<%

(

_!#'=%

(

_(#=='

(

_(#"&8

#

C

值分别为
(#'$=

(

(#"!(

(

(#&&%

(

(#<8=

'

L!

!

L!(

检测结果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3?/

"

T

#均值
N

为

"#("&3?/

"

T

#标准差为
(#("(<

#$均值
5_

均值
N

&"均值
NZ

!((P\!!#'$"P

#大于
$P

'

L!

!

L!(

检测结果与
.!

!

.!(

检

测结果
3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3

值为
"=#'8$

#

C

值为
(#(((

'

表
!

!!

污染来源确认实验
>!

!

>=

结果#

3?/

'

T

$

单次检测排序
检测批次

! " ' = $ & < % 8 !(

均值

>! "#"% "#"= "#"< "#"% "#"< "#"& "#"< "#"8 "#"% "#!8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清洗后试验结果
!

G!

!

G!(

检测结果分别为
"#"8

(

"#"'

(

"#"&

(

"#"=

(

"#"%

(

"#"=

(

"#"&

(

"#"=

(

"#"=

(

"#"$3?/

"

T

#均值
+

为
"#"$'3?/

"

T

#标准差为
(#(!8=

#$均值
+_

均值
5

&"均值

5Z!((P\(#!''P

#小于
$P

'

G!

!

G!(

与
.!

!

.!(

检测结果

3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3

值为
_(#''!

#

C

值为
(#<=%

'

A

!

讨
!!

论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存在的携带污染可直接导致检测结果

重复性和准确性的降低#这也是生化检验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

一'携带污染的产生是由于前一测试的试剂(标本或反应产物

中的某些成分影响了下一测试项目的反应或相应的反应条件

等#从而对后续项目的检测结果产生正向或负向干扰'试剂

针(搅拌棒及比色杯等均存在导致携带污染的可能)

!,'

*

'对于

>)

检测导致存在的携带污染对
S.

"a 检测结果的影响鲜见

报道'

目前#

S.

"a检测可采用分光光度法和原子吸收法#前者是

最常用的方法#但需要合适的金属指示剂或选择性结合染料#

其中以偶氮胂
*

法和邻甲酚酞络合酮法应用较为广泛)

=

*

'然

而#即使同样采用偶氮胂
*

法#也有可能因试剂中缓冲液的

B

R

值不一致#而对检测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

'

本研究中#

>!

均值与
>=

(

>'

均值的偏差幅度均小于
$P

#

表明
>)

的测定对
S.

"a 测定不存在试剂针及搅拌棒携带污

染'然而#均值
5

与均值
N

的偏差幅度大于
$P

#说明一旦使

用
>)

测定使用过的比色杯进行
S.

"a检测#可导致
S.

"a检测

结果出现负偏差'因此#可以确定
>)

测定产物对
S.

"a测定有

干扰#即存在比色杯携带污染'分析原因可能为!本研究采用

的
S.

"a检测试剂要求反应条件为弱酸性$试剂说明书注明反

应条件
B

R

值为
&#$

&#而
>)

测定条件却为碱性$试剂说明书

注明反应条件
B

R

值为
%#(

!

8#(

&#最终影响了
S.

"a与偶氮胂

*

的结合#导致吸光度存在负向偏差'而通过增加纯水清洗程

序后$

5g$%11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有
%

个清洗头#其中
"

个

为清洗液清洗#

'

个为纯水清洗#

!

个吸干液体#

!

个擦干比色

杯内壁&#增加了
!

次对比色杯的清水清洗#可有效消除携带污

染$均值
5

与均值
+

的偏差幅度小于
$P

&'当然#增加纯水清

洗程序可导致仪器检测速度降低#但考虑到
5g$%11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具有内(外圈比色杯#因此#也可将
>)

和
S.

"a的

检测反应设定在不同圈的比色杯#以避免携带污染的产生'

由此可见#

S.

"a检测结果有可能受到其他检测项目的干

扰'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善于发现问题#并针对产生干扰的

原因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排除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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