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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肾功能指标联合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

C20

$检测在糖尿病肾病"

T[

$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

择该院于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
T[

患者
.F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进展分为早期"

*

期$%临床期"

+

期$%治

疗期!

&

期各
!F

例患者#另选同期收治的
!F

例单纯糖尿病"

TV

$患者作为单纯
TV

组及来该院体检的健康者
!F

例作为对照组#

全部
%F

例研究对象均在该院行血清
C20

及肾功能指标检测!分析各期
T[

患者的血清
C20

%肾功能相关指标水平的变化情况!

并与单纯
TV

组%对照组的检测指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血清
C20

联合肾功能指标检测的临床价值&结果
!

各组患者
C20

%肾功

能指标水平升高趋势相同!回落趋势相同&在
T[

检测阳性率方面!

C20

与肾功能指标变化趋势相同&结论
!

血清
C20

联合肾

功能指标检测!可为
T[

预防和早期诊断提供依据!对于判断
T[

病程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判断疾病治疗效果和预

后情况!应推广使用该检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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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T[

'是糖尿病病程中高发的并发症"由于糖

尿病患者糖#脂代谢发生紊乱"因而易出现微血管病变"如眼部

疾病#肾病#皮肤系统疾病等"其中
T[

对患者的生存时间影响

较大*

!

+

$

T[

发病早期"可通过干预措施阻止#延缓病情发展"

控制肾损害程度"但是发病早期诊断机制尚不完善"不能及时

发现或确诊肾病早期*

"

+

$为此"本次研究对
T[

的检测指标进

行了研究"选择本院于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
T[

患者
.F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
!F

例及健康者
!F

例作为研究对

象"对其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

C20

'与肾功指标水平情况进行

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者联合检测对于
T[

诊断具有重

要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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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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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于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

的
T[

患者
.F

例&

T[

组'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进展分

为早期&

*

期'#临床期&

+

期'#治疗期各
!F

例)另选同期收治

的单纯糖尿病&

TV

'患者
!F

例作为单纯
TV

组"对照组为同

期于本院健康体检的
!F

例健康者"其中男
%

例"女
K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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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F#"Fl"$#&.

'岁$

F

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

组研究对象均在前
!L

晚饭后禁饮食"空腹时间

大于
!"?

"次日清晨在本院抽取静脉血液送检$所有血样均在

&%h

水浴箱中静置
!$@*,

"然后进行离心"分离血清"血清在
"

?

内完成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
%($$

'对
C20

和

肾功能指标进行检测$

C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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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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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北京

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尿素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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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以血清
C20

与肾功能指标作为观察指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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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0GG"$#$

统计学软件分析研究数

据"计量资料以
Hl@

表示"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

!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
C20

#肾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

见表
!

$

%#%

!

各组检测指标对
T[

检测阳性率比较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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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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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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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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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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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检测指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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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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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学界对
T[

早期诊断较为重视"对其检测指标#

评价指标研究也广泛开展起来*

&

+

$目前"尿蛋白排泄率是
T[

早期诊断通用的检测指标"但是其对
T[

早期检测的敏感性较

差"不能预防性地控制尿蛋白形成"因而需要采用其他指标辅

助尿蛋白排泄率诊断*

.

+

$国外临床研究发现
T[

患者的血清

C20

#肾功能相关指标变化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故开始探索两

类指标联合检测的临床应用效果*

F

+

$为此"本院针对
T[

患者

的血清
C20

联合肾功能相关指标检测进行了研究"并按照
T[

病情进展进行分组"探讨了各期检测指标变化情况$本次研究

结果提示"患者血清
C20

和肾功能指标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首

先在指标水平方面"单纯
TV

组#

T[

组
*

期#

+

期的
C20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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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指标水平依次升高"而
T[

组治疗期各指标水平出现回

落)其次"在对
T[

检测阳性率方面"单纯
TV

组#

T[

组
*

期#

+

期的
C20

与肾功能指标阳性率也均呈现上升趋势"而
T[

组治疗期各指标阳性率则出现回落)由此可知"

T[

患者病程

进展与
C20

#肾功能指标水平呈正相关"与
T[

检测阳性率也

呈正相关$

T[

发展较快"早期相比后几期"预后效果最为理想"患者

生存期也较长*

(

+

$当前"可通过检测肾小球滤过率"判断
T[

的发展阶段"临床上采用内源性方法进行检测"即检测尿素氮#

血清肌酐指标"评价肾小球的滤过作用是否发生异常*

%

+

$但

是"人体双肾具有较为强大而持久的储备功能"因而
2S[

#血

清
:4

指标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故可导致患者错失早期诊断的

时机"或无法真实反映现阶段患者肾小球滤过率的情况$同

时"国外研究发现"

2S[

#血清
:4

等指标受患者饮食&蛋白

质'#个体代谢水平影响较大"

降低了肾小球过滤功能评价的准确性"故尽快作初步参考

依据*

K

+

$此外"肾小球滤过率也可采用外源性的检测方法"但

是实施不可行"故不作参考$

C20

是一种高分子蛋白复合物"

由肝脏分泌"最初为低分子量蛋白经肝细胞聚合"相对分子质

量逐渐增多"分泌入血液后与甲状腺素前蛋白结合$肾脏健康

状态下"

C20

被肾小球过滤掉"血液中
C20

极少"但是肾小球

滤过功能异常时"肾小球滤过率下降"

C20

大量积累在血液

中"故血清中
C20

水平显著升高"由此可知"肾小球滤过功能

直接影响血清
C20

水平"可作为
T[

诊断的检测指标*

'

+

$本

次研究中也发现"随着
T[

病情的发展"

C20

呈上升趋势"故其

临床价值得以验证$单纯
TV

组#

T[

组
*

期#

+

期的
C20

#肾

功能指标水平升高趋势相同"

T[

组治疗期的
C20

#肾功能指

标水平回落趋势相同$在
T[

检测阳性率方面"

C20

与肾功

能指标变化趋势相同"且
C20

的灵敏度较高"联合检测和综合

评价有利于提高准确度$此外"

C20

与
2S[

#

:

B

+-:

#

:4

等肾

功指标联合检测"可以提高早期肾脏疾病检测的准确度"提高

T[

各期诊断的灵敏度*

!$

+

$本次研究中发现"从单纯
TV

组#

T[

组
*

期到
+

期"

C20

变动幅度较大"其肾损伤检出率也明

显高于其他指标"准确度和灵敏度较为理想$此外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血清
C20

和肾功能相关指标升高后"随着治疗开始"

各指标可下降"故可利用
C20

治疗疗效$

综上所述"血清
C20

联合肾功能指标检测"可为
T[

预防

和早期诊断提供依据"对于判断
T[

病程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有利于判断疾病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应推广使用该检

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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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HG-R0'-/"

方案对不同生化检测系统血清钙可比性分析

梁英杰!周德鹏!李
!

铮!徐
!

华!宋玉印

"辽河油田总医院检验科!辽宁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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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血清钙不同检测系统的测定进行方法比对和偏倚评估!探讨血清钙在不同检测系统间测定结果的可比

性!为不同实验室检验结果的互认和医学实验室正确度认可提供数据&方法
!

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HG

$的

R0'-/"

文件!以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G-KK$

生化分析仪%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剂%宁波美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校准品和质控品组成的检测系统
!

"参加室间质评成绩优秀!定期校准$为比较方法"

J

$!检测系统
"

是以另一台日

立
%($$-$"$

生化分析仪为实验方法"

+

$!用患者新鲜血清测定钙离子!计算"

J

$和"

+

$之间的相对偏差"

>Q_

$和预期偏差的可信

区间!以
:HH/dKK

规定的室间质评为标准!允许误差范围定为
!

*

"

!以不同检测系统的测定结果判断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的可比

性&结果
!

该实验中钙在两种生化分析系统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处检测结果的预期偏倚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

性良好"

6

"

#

$#'F

$!结果具有可比性&结论
!

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校准和质控在控的前提下!使用同一检测方法及两种分析

系统测定血清钙的结果基本一致!在同一实验室可以同时使用这
"

种系统检测相同的项目&

关键词"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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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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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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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度

!"#

!

!$#&'('

%

)

#*++,#!(%&-.!&$#"$!(#$.#$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FFK-$.

!!

检测系统作为一个体系"主要是指包含完成一个检验项目

所涉及的仪器#试剂#校准物#保养计划#检验程序等的组合$

其中"保证实现同一检验项目不同检验系统结果的可比性是质

量管理的目标和重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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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校准实验

室能力的同用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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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
-

质量和能力的

专用要求-是参考实验室认可的两个国际标准均对检验结果的

可比性和溯源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上述标准强调主要是比对

实验"是检验工作者实现准确度溯源和患者标本检验结果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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