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结果显示#疟疾患者
NL6

'

&D

'

WV(

检测结果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目前实验室检查

疟疾的方法有多种#主要有血中病原体检查'免疫学检测'核酸

探针检测'

N(W

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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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等*基层医院由于各种条件

和能力的限制#血涂片镜检是基层医院保证检验质量最客观的

方法(

/

)

*在血涂片中镜检直接找到疟原虫#对确诊疟原虫感染

提供了直接依据*

疟原虫感染人体后在人体内分为肝细胞内发育$又称为红

细胞外期%和红细胞内发育$又称为红细胞内期%!$

#

%红细胞外

期#疟原虫子孢子的感染阶段*当按蚊叮咬人时子孢子即随蚊

唾液侵入人体血液内#约经
!$913

即陆续侵入肝细胞*一个

子孢子进入一个肝细胞内进行裂体增殖#形成一个红细胞外期

裂殖体*肝细胞胀破后#一部分裂殖子侵入血液#钻进
WV(

#

进行红细胞内期的繁殖&一部分则被吞噬细胞所消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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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内期#疟原虫在
WV(

内的发育阶段*当肝细胞内的裂

殖子侵入
WV(

后#首先形成环状体#逐渐增长而形成大滋养

体#大滋养体进一步发育形成裂殖体#裂殖体成熟#

WV(

被胀

破#裂殖子释出后又侵入到新的
WV(

内重复其裂殖体增殖#如

此反复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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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血清
5L6

不同程度升高#是因

为疟原虫破坏肝细胞所致*在红细胞内期#裂殖体产生裂殖

子#发育成小滋养体#破坏
WV(

#还利用
&D

为营养物质#使

WV(

和
&D

下降#疟疾患者出现程度不同贫血(

##

)

*至于
NL6

下降原因#可能是疟原虫作为抗原#激活机体免疫系统产生某

些黏附因子#与血小板结合#贮存到肝'脾细胞的血小板池中或

被巨噬细胞吞噬#导致外周血小板减少#所以疟疾患者
NL6

降

低*作者认为#临床医生观察患者出现高热'出汗及寒战等典

型周期性临床症状的同时询问患者是否去过疟区#结合参考血

液
*

项参数指标检测结果#综合分析#考虑疟原虫感染*同时

检验人员在进行血细胞计数和肝功能测定时留心观察血液

NL6

'

&D

'

WV(

和
5L6

变化情况#多涂几张血膜片观察#以防

疟原虫漏检而延误疟疾患者的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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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三酰甘油对临床常见疾病检测结果的干扰剂量效应分析

吴大联!李
!

裕

"宜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广西宜州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三酰甘油"

6I

#对临床常见疾病检测结果的干扰剂量效应%方法
!

进行干扰试验!试验过程严格依据.临

床化学干扰试验
4

批准指南/要求!将干扰物
6I

和干扰效果"偏差#之间的剂量效应确定下来%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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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干扰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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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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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本底血清标本回归方程斜率的绝对值显著高于低浓度本底血清标本&正向干扰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5L6

#$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5\6

#$铁"

H<

#!且当
6I

分别在
.,$

$

#$,$9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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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以上时
5L6

及
5\6

无法检测出结果!三者回归方程二次项显著

相关&负向干扰
.

4

谷氨酰转肽酶"

II6

#$乳酸脱氢酶"

L[&

#$尿酸"

Z5

#$肌酸激酶"

(T

#$肌酐"

(WR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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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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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本底血清标本回归方程斜率的绝对值显著高于低浓度本底血清标本!但
(WR

高浓度本底血清标本回归方程斜率的绝对值

显著低于低浓度本底血清标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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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6I

对临床常见疾病检测结果存在不同剂量效应的干扰%

关键词"甘油三酯类&

!

实验室技术和方法&

!

临床常见病&

!

干扰剂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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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脂血症发病率随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不断

升高*相关医学研究表明#在我国成年人高三酰甘油$

6I

%血

症发病率达到了
##,+$-

(

#

)

#同时其患病率也随年龄增长而提

升*患者外周血标本离心后血清
6I

浓度在
!,$997C

"

L

以上

的情况下会呈一定程度的混浊#促进乳糜样改变的形成#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化项目的检测*在血液中乳糜微粒是最

大颗粒的脂蛋白#其含
6I

近
+$-

*因此#在定量检测中可将

干扰物设定为
6I

#将乳糜颗粒取代掉*本研究进行了相关干

扰试验#旨在确定
#)

项常见生化指标受到
6I

干扰的计量效

应#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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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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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来源
!

本研究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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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指标包括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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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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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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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针对每项指标收集
%

份本底血清标

本#要求观察指标相应浓度和参考区间两端的医学决定水平相

近#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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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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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收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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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

月进

行生化检测的全部脂浊血清标本#排除有黄疸'溶血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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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公

司%'高速离心机$北京时代北利离心机有限公司%'上海执诚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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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批号
S@<D3$#+

%'

5L6

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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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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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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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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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V

试剂盒$批号
S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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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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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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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

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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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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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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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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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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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批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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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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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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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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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备干扰物
!

在
c"e

对脂溶血清标本
#"$$$;

"

913

离心
!$913

#弃下清液#将
"

倍左右体积的生理盐水加入后充

分混匀*对上述操作重复进行
%

次#高速离心后将上层浓缩脂

质收集起来制成
6I

浓缩液#将干扰物设定为该浓缩液(

%4!

)

*

?,A,@

!

干扰试验
!

依据相关方法对每项生化指标的
%

份本地

血清标本同时进行干扰试验#均分本地血清标本为
%

份#与干

扰物的比例为
%$f#

#将干扰物加入其中一份中充分混匀#制

作高
6I

血清$

&

%#将等量生理盐水加入另一份中充分混匀#

制作低
6I

血清$

L

%*依据特定比例充分混合
&

'

L

血清#制作

"

个
6I

浓度梯度模型#统一依据
6I

浓度编号#顺序为从低至

高#编号
#

为
L

血清#编号
%

为
."-L

'

%"-&

血清#编号
!

为

"$-L

'

"$-&

血清#编号
*

为
%"-L

'

%"-&

血清#编号
"

为

&

血清*采用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依据
#

!

"

'

"

!

#

'

#

!

"

的顺序观察相应指标并检测
6I

#计算
#

号管观察指标检

测结果的平均值及各管标本
6I

值*将真值设定为
#

号管观

察指标的平均值#计算偏差#即各管观测指标单次测量值
c

真

值#将干扰效果设定为偏差(

*4#$

)

*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将横坐标$

a

%设定为干扰物浓度$

6I

均值%#纵坐标$

U

%设定

为干扰效果#绘制曲线图#同时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方程的

差异#检验水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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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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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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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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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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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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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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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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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N

'

5LV

'

5LN

'

ILZ

'

ZWR5

'

K

B

高浓度本底血清标本回归方

程斜率的绝对值显著高于低浓度本底血清标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H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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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

对
5L6

'

5\6

'

H<

的干扰
!

6I

正向干扰
5L6

'

5\6

'

H<

#且当
6I

分别在
.,$

'

#$,$997C

"

L

以上时
5L6

及

5\6

无法检测出结果#三者回归方程二次项显著相关#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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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6N

%

5LV

%

5LN

%

ILZ

%

ZWR5

%

(:

%

N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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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扰

本底水平 检验方法 回归方程$

#_:bD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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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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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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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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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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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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