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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具有检测快

速'参数多'准确性高'自动化等特点#适合临床常规应用*

LZ(

是
5[PM5%#%$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推出的一种全新参

数#指在过氧化物酶染色中未被染色的细胞包括大淋巴细胞'

浆细胞'各种原始和幼稚细胞#

LZ(-

是
LZ(

数与
dV(

总数

之比#正常参考范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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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Z(

增高超出正常参考范围主

要是由幼稚细胞引起的(

#4%

)

*

目前
+$-

以上化疗药物对患者骨髓有抑制作用(

!

)

#患者

因各种原因进行化疗后大多数出现
dV(

减少$表
#

%#对于卵

巢癌化疗方案应用最为广泛的为紫杉类联合铂类#因化疗对各

种组织'器官的正常细胞群和肿瘤细胞群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当化疗剂量到达一定数量值虽然可使肿瘤细胞全部死亡#但该

剂量往往已超过正常组织的耐受量#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骨髓

抑制#其次为胃肠道反应'脱发'局部刺激'过敏反应等(

*

)

*放'

化疗或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应经常进行外周血血常规检查#以

了解骨髓抑制情况#若
d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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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血小板小于
%,$

#̀$

#%

L

c#应暂停治疗并适当隔离#避免感染(

"

)

*

从表
#

可见#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前中性粒细胞显著高于

化疗后#而且化疗后大未染色细胞显著高于化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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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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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Z

为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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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化疗后
dV(

数目减少#大未染色细胞仍显著增

高#说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从表
%

可见#恶性

肿瘤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和过氧化物酶积分较

化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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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因此#在应用西

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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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常规分析时卵

巢癌患者化疗后#由于过氧化物酶活性显著降低#故大未染色

细胞显著增高#大未染色细胞与过氧化物酶活性显著降低是一

致的*

血常规测定中大未染色细胞不仅出现在恶性血液病患者#

卵巢癌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

降低#外周血中大未染细胞升高#因此#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除

进行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数量检查外还应进行大未染色细胞'

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的检查#以达到决定

是否继续化疗的监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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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氯化苯丙胺盐法全自动化检测脑脊液或尿液中微量总蛋白发生严重差错的原因%方法
!

将定值总蛋白

采用连续递减稀释法获得
!"

例标本"总蛋白质量浓度
$

!

!$

B

'

L

#!然后在贝克曼
[a(/$$

生化分析仪上采用氯化苯丙胺盐法检

测%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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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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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检测值呈线性增加!与理论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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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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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检测

值递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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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当总蛋白质量浓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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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检测值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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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结论
!

该法不能满足全自动化检测

的单区间要求!即检测值存在二元性!故不宜单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关键词"生物化学'仪器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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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苯丙胺盐与脑脊液或尿液中微量总蛋白结合产生稳

定的浊度#通过浊度变化确定微量蛋白质的质量浓度*据文献

报道#该方法稳定性好'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抗干扰能力

强(

#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作者使用该法试剂盒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微量总蛋白共计
#%$

例#其中结果出现

严重偏差
"

例#与临床诊断不符*经实验研究表明#该法存在

重大方法学缺陷#即对高质量浓度标本无反应饱和点#无法进

行纠正与监测#导致检测值存在二元性#易误诊病理性高值#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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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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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美国贝克曼定值血清$总蛋白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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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8/$$

及

其配套试剂'校准品&氯化苯丙胺盐法脑脊液及尿蛋白检测试

剂盒$检测线性
$

!

!

B

"

L

%#配套标准品及质控品$国产%*

?,A

!

方法
!

确认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设置检测参数并定标#连

续检测质控品
%$

个工作日#确认试剂稳定'测量状态在控&确

认检测人员已熟练掌握仪器与试剂盒使用方法*采用生理盐

水将贝克曼定值血清按约
#

B

"

L

质量浓度递减连续稀释获得

!$

份标本#再将第
!$

号标本$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

B

"

L

%按

倍比稀释法获取
"

份标本#见表
#

*将
!"

份标本编号后按
#

!

!"

号和
!"

!

#

号次序测量
%

次#取均值*

?,B

!

数据处理
!

应用
R]8<C%$$!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绘

图与制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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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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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总蛋白质量浓度大于
!

B

"

L

时检测值不是趋于饱和而是

下降#造成检测值二元性#不能满足全自动化检测的单区间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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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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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血清稀释后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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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号 血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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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盐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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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蛋白理论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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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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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量总蛋白检测方法中磺基水杨酸比色法需要自配试

剂'操作繁琐'易产生凝块造成误差且标准液不统一'精密度较

低*染料结合法和邻苯三酚红钼络合法对清蛋白的灵敏度高

于球蛋白#且染料易污染比色杯*干化学法测定线性宽'速度

快#但成本很高*据文献报道氯化苯丙胺盐法是较理想的方

法(

%4/

)

*

作者在使用该法时发现会出现严重误差并据此进行深入

探讨*对
!"

份标本的检测结果与理论值绘制成散点图#见图

#

*当总蛋白质量浓度为
$,$%+

!

!

B

"

L

时检测结果与理论值

相关性好#其散点图呈直线型$

(

区%&

!

!

),+

B

"

L

时图形呈快

速下降趋势$

'

区%&

/,#

!

!$

B

"

L

时其散点图呈低吸光度平缓

趋势$

)

区%*很直观地表明采用该法检测高质量浓度标本时

其检测值不成饱和状态#反而快速'无规律下降$是形成大小不

一的凝块所致%#造成所有结果均存在二元性*即使采用定性

方法确定送检标本为病理性#需进行稀释测定#但也绝对不知

如何稀释才能确保稀释标本待测质量浓度在该法检测线性范

围内#否则检测结果仍为二元性#说明该法存在重大方法学

缺陷*

图
#

!!

!"

份标本检测值与理论值配对散点图

!!

通过对
!"

份标本检测过程进行连续监测#根据图
#

的
!

个不同区域选择代表性标本绘制检测反应曲线图#见图
%

*曲

线
#

'

%

'

!

总蛋白质量浓度在该法检测范围内并逐渐增加#由图

%

可见#随着总蛋白质量浓度增加#测量吸光度亦逐渐增加#对

每一个标本而言#在整个反应过程中吸光度是稳定逐渐增加

的*曲线
*

'

"

'

)

总蛋白质量浓度大于该法检测范围并逐渐增

加#但其最大吸光度'测量吸光度'反应速度及反应过程均无固

定规律并与曲线
#

'

%

'

!

重叠交叉#说明该法方法学缺陷是无法

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设置参数进行监测与纠正(

+4##

)

*

图
%

!!

典型检测反应曲线图

综上所述#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应用氯化苯丙胺盐法检

测微量总蛋白会因方法学存在缺陷造成所有测量结果均在其

检测线性范围之内#需人工对检测值甄别避免高值误诊#故不

宜单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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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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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R(LM5

#法乙型肝炎病毒"

&VP

#表面抗原"

&V25

B

#

8F=7@@

指数"

(XM

#灰区标本再

次进行确证分析的临床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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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血清标本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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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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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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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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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患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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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试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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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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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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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灰区标本进行再分析并对受检标本
&VP

血清标志物两对半"以下简称乙

肝两对半#模式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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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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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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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结果为
$,/$

!

$,++!#

例!经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阳性
%

例+

),*"-

"

%

'

!#

#,&

&V25

B

(XM

结果为
#,$

!

#,++

弱反应性标本
+!

例!经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阳性
+%

例

+

+/,+%-

"

+%

'

+!

#,&

&V25

B

(XM

结果为
%,$

!

),++/+

例!经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均为阳性!阳性率为
#$$,$$-

"

/+

'

/+

#&

%#!

例
R(LM5

法检出
&V25

B

(XM

灰区标本经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阳性
#/!

例!检出
)

种乙肝两对半模式!其中
&V25

B

$

&VP<

抗体"

&V<5D

#$

&VP

核心抗体"

&V85D

#阳性模式
#""

例!占大多数+

.%,..-

"

#""

'

%#!

#,&经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阴性
!$

份

标本中检出
.

种乙肝两对半模式!其中
&V<5D

$

&V85D

阳性模式
#)

例!检出率为
.,"#-

"

#)

'

%#!

#%结论
!

R(LM5

法乙肝两对半

定量检测
&V25

B

临界或较低水平的弱反应性标本$乙型肝炎感染模式不常见的标本时需经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再分析以

防止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的出现%

关键词"肝炎病毒!乙型&

!

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

电化学&

!

免疫测定&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定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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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表面抗原确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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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

&VP

%血清标志物$以下简称乙肝两对半%

定量检测是用来评估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抗
&VP

能力的简

单'可靠的方法#其能帮助医生监测和评估患者抗病毒治疗的

应答情况#早期预测治疗是否有效(

#

)

*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由于一些
&VP

低浓度携带者的低抗原量及检测方法学所限

等原因造成了
&VP

表面抗原$

&V25

B

%的漏检和假阳性#不得

不引起临床和检验医生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检验技术的不断

发展#根据临床需要及各自检测方法优势来选择经济'适用'结

果可靠的检验方法#制定标准规范操作程序已成为必然*由于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R(LM5

%法为定量检测'操作简单#亦可

对乙肝两对半模式进行确证试验#且在乙型肝炎患者病情的动

态观察和药物疗效考核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已在临床逐步推广

应用(

%4!

)

*本研究探讨了
R(LM5

法在乙肝两对半定量试验中

&V25

B

8F=7@@

指数$

(XM

%灰区标本的主要模式及再次进行确

证分析的临床价值*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所有被检血清标本均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

!

仪器及信息系统
!

德国
W78E<87D:2)$$$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

W78E<W\5

样品前处理系统'北京智方
LM\

系统及
8:D:2

M6!$$$27CF=173

软件系统*

?,A

!

试剂
!

W78E<87D: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R(LM5

法%

配套乙肝两对半定量试剂'定标液
#

'定标液
%

'

&V25

B

确证试

剂及
&V25

B'

质控品等均由德国罗氏诊断公司生产#所有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B

!

方法
!

采集被检者空腹静脉血
!9L

#经
W78E<W\5

样

品前处理系统签收'离心'去除试管盖后采用
W78E<87D:2

)$$$

全自动生化析仪分别对相应样本进行检测分析并对
&V4

25

B

临界及弱反应性标本进行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再分

析*为确保受检血清标本与确认试剂'质控试剂反应过程条件

一致#确证试验检测前将
W78E<87D:2)$$$

封闭
!

个检测池#

只保留
#

个检测池*

?,E

!

检测结果判定
!

乙肝两对半定量检测采用
R(LM5

法由

RC<82

?

2

软件自动通过比较样本的反应产物产生的光电信号和

定标液得出
8F=7@@

值进行结果判定*

&V25

B'

#,$(XM

为有

反应性#

&

#,$(XM

为无反应性*

RC<82

?

2&V25

B

确证试验的

样本和阳性
'

质控品同时经确认试剂'质控试剂预处理
!$913

后经
W78E<K7AFC:;87D: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XM

#

在审核检测的有效性条件下$在确证试剂检测中
RC<82

?

2N;<81

(73=;7C&V25

B'

的
(XM

必须小于质控试剂检测的
(XM

"$-

%#若质控试剂检测的标本
(XM

为
#$$-

#确证试剂检测的

标本
(XM

为
a-

#则结果解释为
a

(

"$-

#且质控试剂检测的

(XM

'

$,+

确证试验结果为无反应性&

a

&

"$-

且质控试剂检

测的
(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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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试验结果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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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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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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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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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试验阴'阳性标本乙肝两对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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