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两种糖尿病抗体谱试剂盒具有操作方便(结果

重复性好#可配套自动化的仪器
360C>

@

2D74

进行自动化操

作#满足实验室质量控制的要求'

MP2

测定糖尿病自身抗体与

传统的
\P2

法相比#差异明显'

d]Mc

糖尿病抗体谱与
\P2

法的一致性较伯劳特好#灵敏度(特异度也具有一定优势'

e031,2

抗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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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诊断特异性抗体#联合同
PO2

(

P22

(

P21"

(

J2[

检测可提高
3![R

的阳性率#有助于临床作

出准确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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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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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仪交叉污染程序设置去除血清镁检测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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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谢雪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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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血清镁检测时易受含镁离子试剂污染!通过防交叉污染程序去除血清镁检测干扰%方法
!

采用日立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以单独测定血清镁作为对照组!以已设置防交叉污染程序"

2

组$和未设置防交叉污染程序"

V

组$作为研究

组%取新鲜混合血清在
2

&

V

两组条件下与三酰甘油&碱性磷酸酶&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同时检测!观察研究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偏

倚率%结果
!

观察
2

&

V

两组条件下血清镁测定结果与对照组单独测定血清镁结果的偏倚率!其中
2

组偏倚率为
!#!%*

!

V

组偏

倚率为
&$#)&*

%结论
!

三酰甘油&肌酸激酶试剂含有镁离子!与血清镁同时测定时!由于试剂探针的残留携带!出现交叉污染!

干扰血清镁检测!出现假性升高%通过日立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防交叉程序设置!增加试剂针冲洗次数!可有效避免

干扰%

关键词"三酰甘油#

!

碱性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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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酸激酶同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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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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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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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化学检验仪器自动化普及#如何利用自动化仪器

性能保证检验质量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在日常生物化学

检验过程中#试剂间的交叉污染现象引起检测结果异常的事件

频频发生#这是由于自动化仪器结构因素#或者反应过程中因

试剂或反应液交叉污染引起其他项目的测定结果受到干扰'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试剂针需接触试剂盘里的各种试剂#不同

项目之间的测定是连续的#而试剂针在每个项目测定时试剂吸

取前仅有一个短暂的水冲洗过程#且随着仪器长时间的使用#

仪器性能改变#如存在试剂污染现象#将会对检测结果造成极

大影响)

!

*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一些血清镁在自动化仪器组合

项目检测时结果经常偏高#但经过单独复查结果却是正常的'

本文通过设置日立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防交叉污染功

能#增加试剂探针冲洗次数#观察是否能去除血清镁在与三酰

甘油(碱性磷酸酶(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组合检测时出现的正

干扰)

"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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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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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来源
!

新鲜混合血清
!%

份#均为本院检验科接收标

本#排除脂血(溶血标本'

@#A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清

镁检测试剂购自宁波赛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三酰甘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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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购自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成分包括三磷腺

苷(甘油激酶(

T1

乙基
1T

$

"1

羟基
1'1

磺丙基&

1'1

甲基苯胺钠盐

等'碱性磷酸酶购自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试剂成

分包括醋酸镁(硫酸锌(

T1

羟乙基乙二胺三乙酸$

]H[32

&(硫

酸锌$

2RI

&等'肌酸激酶购自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试剂成分包括醋酸镁(

&1

磷酸二腺苷(

+1

磷酸葡萄糖脱氢酶

$

J+I[]

&等'肌酸激酶同工酶购自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试剂成分包括醋酸镁(乙酰半胱氨酸等'

@#B

!

程序设置
!

$

!

&在日立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打开

实用工作菜单中的交叉污染$

O9;;

@

c56;

&界面%$

"

&用光标在

避免试剂针交叉污染条件一览表中指定要实行的条件号码%

$

'

&选择右侧$

H?.7

&键进入编辑试剂针窗口%$

$

&设定可造成试

剂交叉污染的试剂针号%$

&

&设定可造成影响的试验项目

$

36/7

&(试剂类型$

3

@:

6

&%$

+

&设定可受到影响的试验项目

$

36/7

&(试剂类型$

3

@:

6

&%$

(

&设定清洗剂的位置$

I4/.7.40

&(容

量$

S4>DB6

&%$

,

&如三酰甘油(肌酸激酶对血清镁的干扰#按上

述步骤进行防交叉污染设置#其工作界面显示见表
!

'表
!

中

述及清洗剂位置
<9/='

即仪器清洗槽
!['

#可用碱性清洗液作

为防交叉污染清洗剂)

'

*

'清洗剂容量一定要高于三酰甘油(肌

酸激酶检测
\!

试剂所设的量#如此试剂针才不会有试剂残

留#起到防交叉污染作用'

表
!

!!

试剂针交叉污染设置

试剂

序号
探针

干扰检测

试验项目 试剂类型

再次检测

试验项目 试剂类型

清洗液

位置 容量$

%

M

&

! \!

三酰甘油
\!

镁
\! <9/=' "%%

" \!

肌酸激酶
\!

镁
\! <9/=' "%%

@#C

!

检测方法
!

执行比色杯清洗保养%将样品针(试剂针(搅

拌针清洗干净#并保证其定位准确无堵塞#以排除仪器保养不

当对结果的影响'把仪器校准好#并保证室内质控在控'从当

天采集的门诊标本中提取无溶血(脂浊(黄疸的血清#制备混合

血清'充分混匀后取
!%

份新鲜混合血清单独测定血清镁#取

其平均值作为对照组'以已设置防交叉污染程序$

2

组&和未

设置防交叉污染程序$

V

组&作为研究组#取新鲜混合血清分别

在
2

(

V

两组条件下#与三酰甘油(碱性磷酸酶(肌酸激酶及其

同工酶同时检测
'%

次#计算出均值$

=

&(标准差$

H

&(变异系数

$

)U*

&#并计算出
2

(

V

两研究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偏倚率'

@#P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IKK!(#%

统计软件#组间数据比较

采用配对
B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

对照组与
2

(

V

两组血清镁检测结果见表
"

'将
2

组和
V

组血清镁测定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对分析'

2

组血清镁结果

与对照组接近#其偏倚率为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V

组血清镁结果远高于对照组#其偏倚率为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
2

组已设置防交叉污染程

序条件下#有效避免了血清镁与三酰甘油(碱性磷酸酶(肌酸激

酶及其同工酶同时测定时造成的交叉污染'

表
"

!!

血清镁检测结果

组别 均值$

=

& 标准差$

H

&变异系数$

)U*

&偏倚率$

*

&

!

对照组
%#)! %#%! !#!%

" "

2

组
%#)% %#%' '#++ !#!%

#

%#%&

V

组
!#$! %#!! (#+! &$#)&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B

!

讨
!!

论

!!

全自动生化仪清洗系统的工作模式使一个项目会对紧随

其后的一个甚至几个项目的测试带来一定程度的试剂污染#并

且随着仪器的长时间使用#仪器性能也会下降#试剂交叉污染

的程度会有所加剧)

$

*

'上述试验证明#三酰甘油(碱性磷酸酶(

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试剂中含有镁离子#镁离子是三酰

甘油(肌酸激酶等试剂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

&

*

#与血清镁同

时测定出现正干扰'因为仪器在正常程序情况下对试剂针无

法完全冲洗干净#所以三酰甘油(碱性磷酸酶(肌酸激酶(肌酸

激酶同工酶(血清镁同时测定会出现交叉污染#影响血清镁检

测结果)

+

*

'笔者通过相关资料查找#以及仪器操作指南中的相

关说明#有两种方法可消除此干扰'一种是重新设定项目的位

置#另一种是通过仪器防交叉污染程序设置消除干扰)

(

*

'由于

生化分析仪的项目设置是根据本实验室的具体情况和试剂厂

家提供的仪器参数决定的#重新编排项目位置可能对其他项目

存在交叉污染#一般不建议重新设定)

,

*

'本实验室血清镁检测

是由于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探针的残留携带#造成检测项目间

的试剂交叉污染#影响血清镁检测结果)

)

*

'所以本文采用日立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自带防交叉污染程序#增加试剂针

冲洗次数#有效避免了血清镁与三酰甘油(碱性磷酸酶(肌酸激

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同时测定时出现的交叉污染'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项目种类也越来越多#

仪器的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种类繁多的项目也引起项目

间因试剂成分和反应液产生交叉污染'因此#在试验过程中#

一定要了解项目试剂成分和反应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是否对

其他项目有干扰#从而合理编排仪器程序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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