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

结
!!

果

在
LG09

干扰试验中#当
LG09

&

')#

)

>59

"

S

时对
IV"KG

测定有干扰#测定结果偏低#而对其余项目无干扰'在
IG09

干

扰试验中#当
IG09

大于
*R

)

>59

"

S

时#

3!3

的检测结果偏低#

大于
#($

)

>59

"

S

时#

aSL

的检测结果偏低#而当
IG09

浓度在

)%

"

)%$

)

>59

"

S

对其余测试项目均无干扰'在
JE

干扰试验

中#发现溶血对大部分检测项目均有影响#当
JE

的浓度大于

$-%&

B

"

S

即对
IV"KG

*

JG!J

*

S!J

的检测存在干扰#而当其

浓度大于
$-&(

B

"

S

时对
3S4

*

3U4

*

IV

*

aa4

的测定存在干

扰#大于
#-%*

B

"

S

时
3SF

存在干扰#

JE

大于
)-%$

B

"

S

时#对

aa4

*

4G3

*

3SF

*

L3

的测定存在干扰'乳糜干扰试验中#浊

度单位大于
)#$

即对
IV

*

aSL

*

GL[

*

Î \3

检测存在干扰#

测定结果较对照组偏高#而对其余酶活性检测无干扰'

C

!

讨
!!

论

溶血*黄疸和乳糜物质是临床生化检验中经常遇到的干扰

因素#本文通过对基础标本加入干扰因素#较全面评估了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的抗干扰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在常规急诊项目的

检测中#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大部分检

测项目#尤其酶活性检测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胆红素是胆色素的一种#它是体内铁卟啉化合物的主要代

谢产物#它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经过肝细胞内质网加工#与

葡糖醛酸结合的形成结合胆红素&另一种在血浆中主要与清蛋

白结合而运输#未与葡糖醛酸结合#称为未结合胆红素'胆红

素的黄色干扰了黄色和红色化合物的比色分析#采用连续检测

法可以消除这一影响#研究发现
!0>621052 Q̂S K8Q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高胆红素干扰下#对
IV"KG

*

3!3

和
aSL

的检

测存在影响'

红细胞内
S!J

*

3IF

*

3U4

*

V

`的浓度是细胞外液的
''

"

#*$

倍#因此即使标本轻微溶血也会对这些项目的测定有一定

影响#另外红细胞内含有一定量的腺苷酸激酶#它可以同
3!F

反应#生成
34F

#进而参与
IV

测定时的酶偶联法#使得
IV

测

定值较真实值偏高'同时溶血标本中游离的
JE

不但可以干

扰胆固醇的酶法检测#而且具有抑制胆红素的重氮反应的能

力#使得测定值比实际值偏低&

JE

可被亚硝酸氧化为高铁血

红蛋白#影响某些光谱分析#干扰吸光度测定'由此可见溶血

标本影响许多临床生化检测项目#研究者的干扰试验结果证

明#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轻微溶血标本

具有一定抗干扰能力#

JE

浓度小于
$-&(

B

"

S

时#大部分测定

项目检测不存在干扰#仅对
IV"KG

*

JG!J

*

S!J

酶活性测定

有干扰'针对溶血标本干扰
S!J

酶活性测定这一问题#有学

者提出溶血指数纠正
S!J

酶活性检测(

)

)

'

乳糜干扰是临床检验工作中常遇到的情况#也是较为困扰

检验工作者的一个难题'乳糜标本又称为.脂血/#血清分离后

呈乳白色#较混浊状'乳糜微粒主要成分为三酰甘油#这使得血

清标本浊度增加#严重影响反应底物的吸光度值#干扰终点法这

一类的检测项目'有学者报道#采用超高速离心可以消除乳糜

微粒的干扰(

%

)

#但是分离后的血清对心肌酶谱的检测存在影

响(

+

)

#同时这种方法又受制于设备#大部分检验科实验室没有配

备超高速离心机'

!0>621052 Q̂SK8Q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高胆红素*溶血和乳糜干扰因素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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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凝聚胺交叉配血的方法学比较

张晓红

"新疆兵团第七师奎屯中心血站!新疆奎屯
R))'$$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玻片凝聚胺法交叉配血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方法
!

在该院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的输血患者同时进行玻

片凝聚胺法和试管凝聚胺法交叉配血$比较两种方法配血后主%次侧凝集强度$结果
!

&

例均出现主侧凝结!玻片凝聚胺法的凝

集强度弱于经典凝聚胺法$结论
!

玻片凝聚胺法可以检测出常见不规则抗体引起的配血不合!可用于特殊条件下的交叉配血$

关键词"交叉配血&

!

凝聚胺&

!

不规则抗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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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G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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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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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配血实验是最重要的输血前检查项目之一#在我国大

多数医院应用的是凝聚胺交叉配血法#为了检验试管法和玻片

法的差异#本研究对
&

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样本进行了检测#结

果如下#供同行们参考'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来源于兵团第七师医院
'$$R

年
#

月至
'$#)

年
#'

月各科室送检标本
++&)

例#使用
#$

系谱细胞检测#其

中不规则抗体
&

例#其中
*

例为抗
"\

抗体#

)

例为抗
"!

抗体'

A-B

!

检测试剂
!

凝聚胺试剂盒$合肥天一生物技术研究所%&

#$

系谱细胞$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离心机为
V3"'$$$

型

血库专用离心机$北京东迅天地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A-C

!

检测方法
!

同时用试管凝聚胺法和玻片凝聚胺法进行交

叉配血'

B

!

结
!!

果

两法均出现阳性结果#前者凝集强度弱于后者#结果见

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Y2;MS8EK6@

!

3:

B

:1;'$#+

!

Z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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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种交叉配血方法的比较

序号 抗体种类 试管法 玻片法

#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R

抗
"!

主侧
)̀

主侧
'̀

&

抗
"!

主侧
'̀

主侧
#̀

C

!

讨
!!

论

临床输血是抢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之一#凝聚胺法是利

用低离子溶液和凝聚胺减少红细胞表面的阳离子层及
c6;6

电

位#促进红细胞抗原和血清$血浆%中抗体结合发生非特异性凝

集#当加入重悬液后非特异性凝集立即散开#而由抗原抗体反

应引起的特异性凝集将依然存在#由此检出完全抗体或不完全

抗体(

#

)

'该法操作简便#且有很好的重复性#也不需复杂的仪

器设备#适合基层各级医院#已发展成为交叉配血的新方法'

虽然凝聚胺法在交叉配血试验中具有简便*快捷*灵敏度

高等优点#但也不能忽视其导致抗体漏检的可能性#需严格按

照规定时间判定结果#否则阳性结果会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而

减弱或消失(

'

)

'因此#当检测结果不一致时#需要采用多人多

法的方式加以解决#以免误诊#保障输血安全'

现在国内大部分医院均使用聚凝胺交叉配血法#而传统试管法

需要专用血清离心机'本研究表明#试管法灵敏度高于玻片

法#均可检出不完全抗体#操作简单#适合于无专用离心设备的

基层医院#但要避免不洁净的玻片对试验结果所产生的干扰#

以免对结果的判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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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阳性病原菌报警时间的临床意义

谢香梅#

!冯永旺'

!江新彪#

!张健东'

"

#-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中医医院检验科!天津
)$$)$$

&

'-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天津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培养阳性病原菌阳性报警时间"

44F

#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
G8C;

'

3"

96A;'%$

检测出的血培养阳性标本致病菌种类和阳性报警时间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结果
!

+%$R

例血培养标本中
G8C;

'

396A;'%$

报警
*&'

例!分离细菌
*R)

例!阳性率为
#'-*.

&肠杆菌%葡萄球菌属%非发酵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真菌有着各自不同的阳

性报警时间段$

$

"

#'<

时间段内肠杆菌科大肠埃希菌为最主要的致病菌!占
R%-R.

&

#'

"

'%<

时间段内葡萄球菌属为最主要的

致病菌!占
%%-).

$结论
!

通过
G8C;

'

396A;'%$

的报警时间%革兰染色及镜下形态的观察!可初步判断病原菌的种类!第一时间指

导临床医生准确而合理地选择抗菌药物$

关键词"血培养&

!

阳性报警时间&

!

致病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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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临床菌血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菌血症严重威胁

人类生命安全#及时确诊菌血症及确定病原菌的种类是挽救生

命的关键'血培养已经成为菌血症诊断和病情监测的重要手

段'目前国内大多采用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血液标本的培养

及检测'血培养仪的应用#提高了血培养中微生物的阳性检出

率#根据不同微生物特有的生长特点和血培养仪的报警原理#

可更早的推测微生物的种类#为医生第一时间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提供依据#从而挽救患者生命'为了解血培养阳性细菌的种

类及仪器报警时间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天津市东丽中医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血培养阳性标本的报阳时间和病

原菌种类进行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以便有利于临床对患者的诊

断*治疗*监测提供帮助'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天津市东丽中医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血培养阳性的标本

A-B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ZY4\V'"I5>

=

8C;

及相应配套的鉴定卡'全自动血培养仪法国梅里埃
G3I4

"

396A;'%$

以及各种配套的需氧血培养瓶和厌氧血培养瓶'

A-C

!

方法

A-C-A

!

血培养阳性病原菌判断标准
!

血培养阳性报警的患

者#检出的分离株#若诊断为菌血症则认为是病原菌#若未诊断

为菌血症则认为是污染菌(

#"'

)

'

A-C-B

!

血培养处理
!

无菌操作静脉采集成人
+

"

#$>S

血注

入血培养瓶中#立即送至细菌室按操作说明置于血培养仪进行

培养'仪器自动进行监测#检出阳性则报警并屏幕显示该标本

位置#同时记录该样本阳性报警时间'未报警样本检测
+@

无

报警则为阴性(

)"%

)

'对阳性标本#取出后立即用
#>S

无菌注

射器抽取瓶内培养液进行革兰染色同时转种于麦康凯培养基*

哥伦比亚血培养基和巧克力培养基#疑是念珠菌接种沙保罗培

养基#

)(f

孵育
#R

"

'%<

#有菌生长者待分离培养加以鉴定并

做药敏试验&革兰染色未发现细菌同时转种无细菌生长者为假

阳性(

+

)

'分离好的病原菌经微生物细菌鉴定仪
ZY4\V'"I5>"

=

8C;

鉴定到细菌种属'质控菌株!

34II'+&''

*

34II'(R+)

*

34II'+&')

'

A-E

!

统计学处理
!

用
UFUU#(-$

统计软件对肠杆菌科*葡萄

球菌属*非发酵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真菌的报阳时间进行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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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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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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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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