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3M0I0@?1

O

CN1

P

0G3DNEI@

!

I.02C

P

3EN@3\03GISIND

O

(

W

)

)8?3M0I0@

63G0)&*%%

#

'(

$

%&

&!

&+*'A&+*5)

(

+

)

#3GI?1C-?HU

#

"M0

P

N10R3GD0109

#

S0NE#

#

0I3E)YE0-3I0DKC1CA

H

O

I0H.0KC3IIG3HI31I

F

GCI0?1A%@0GNKE0-0E@?1

F

3I?01I@3IG?@4JCG

HCGC13G

O

3GI0G

O

D?@03@0

(

W

)

)6?GHW

#

&**,

#

+=

$

%&

&!

%(Z(A%(Z=)

(

5

)

83NMb

#

!31

P

0G\

#

S0?c0G$

#

0I3E)$E3I0E0I@?1DNH0D?JJ0G01I?3I?C1

CJ.NK3168'(i

F

GC

P

01?ICGH0EE@?1ICJC3KH0EE@31D01DCI.0E?3E

H0EE@

(

W

)

);"SY2W

#

&**+

#

&*

$

%(

&!

&,,=A&,+%)

(

Z

)

2GNN1@

P

33GD\

#

S4?1.y

>

$

#

$0D0G@01"9

#

0I3E)"

P

0?1

P

#

INKCNG

10HGC@?@J3HICGA3E

F

.3

$

B9;A3E

F

.3

&

31D3I.0GC@HE0GC@?@

(

W

)

)6E?1

YT

F

UKKN1CE

#

&***

#

%&%

$

&

&!

&,,A&+*)

$收稿日期!

&*%,A%&A%,

&

!经验交流!

急诊检验心肌酶谱检测的临床意义分析

罗京资!胡汉斌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科!广东广州
,%*Z**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心肌酶谱检测在急诊检验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急诊患者

%**

例!按照疾病类型分为脑外伤组和心肌梗死组!各
,*

例!均给予心肌酶谱检测!比较两组患者心肌酶谱检测结果&结果
!

心

肌梗死组
6b

水平升高者
(5

例!其灵敏度为
=()*V

#脑外伤组
6b

水平升高者
,*

例!其灵敏度为
%**)*V

&两组患者肌酸激酶

"

6b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SB

$%乳酸脱氢酶"

!8\

$%

$

A

羟丁酸脱氢酶"

\28\

$及肌酸激酶同工酶"

6bA#2

$水平均升高!且两

组各指标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结论
!

临床急诊检验中采用心肌酶谱检测!可有效提高临床诊断效率!临

床意义较大!可考虑将其列为急诊检验的常规项目之一&

关键词"急诊检验#

!

心肌酶谱检测#

!

临床意义

!"#

!

%*)'=+=

"

>

)?@@1)%+5'A(%'*)&*%+)*,)*+*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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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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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衡量心肌细胞损伤程度通常多采用心肌酶谱检测#

心肌酶是一种具有催化心肌细胞代谢和调节心肌细胞电生理

活动的酶类物质#主要包括肌酸激酶$

6b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

"SB

&'乳酸脱氢酶$

!8\

&'

$

A

羟丁酸脱氢酶$

\28\

&及肌

酸激酶同工酶$

6bA#2

&等#一旦机体心肌细胞出现异常#这些

酶类物质则进入血液导致其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

%

)

*但临床

急诊检验中并未将心肌酶谱检测列为常规项目#在临床上造成

常因送检不及时而耽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本研究探析心

肌酶谱检测在急诊检验中的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急诊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

&岁*按照疾病类型分为脑外伤组和心肌梗死组#各
,*

例*入选标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心肌梗死的诊断标准

和
/E3@HCR

脑外伤诊断标准(

&

)

*排除有恶性肿瘤'急性感染和

肝'肾疾病史#以及药物过敏史与精神疾病史者*两组患者的

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具有可比性*

B)C

!

方法

B)C)B

!

检测方法
!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护理和综合治疗#

均实施心肌酶谱检测#采用美国雅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及配

套生化检测试剂*心肌酶谱指标中正常值参考范围!

!8\

为

%*'

"

&&5<

"

!

#

"SB

为
*

"

(*<

"

!

#

6b

为
&(

"

%5*<

"

!

#

6bA

#2

为
*

"

&(<

"

!

#

\28\

为
5&

"

%Z&<

"

!

*

B)C)C

!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检测后的临床效果(

'

)

#分析

心肌酶谱中各指标水平的变化*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M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2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
6b

检测灵敏度
!

两组
6b

水平升高者共
=5

例#灵

敏度为
=5)*V

%其中心肌梗死组
6b

水平升高者
(5

例#其灵敏

度为
=()*V

%脑外伤组
6b

水平升高者
,*

例#其灵敏度为

%**)*V

*

C)C

!

两组心肌酶谱各指标水平比较
!

两组患者
6b

'

"SB

'

!8\

'

\28\

及
6bA#2

水平均有所升高#且两组各指标水平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心肌酶谱检测结果的比较#

Me<

)

<

(

!

$

组别
$ "SB 6b 6bA#2 !8\ \28\

心肌梗死组
,* %,*)+e5=), 5,+)&e+=)( +=)Ze&*)' '&%)(e%*,)Z &,=)'e%+%)(

脑外伤组
,* &,')%e'*)& ,(+)&e'&)% %&&)'e%*)& (&&)&e',)' '+,)%e(+)'

= Z),& %=)(& %+)'( +)'= ()(+

2

$

*)*,

$

*)*,

$

*)*,

$

*)*,

$

*)*,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U1IW!3M#0D

!

#3GH.&*%+

!

LCE)'5

!

9C),



D

!

讨
!!

论

临床急诊科常见疾病为脑外伤和心肌梗死#都发病急'病

情进展较快#若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危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因此#早期诊断和监控病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研究显示#

心肌梗死发病早期心肌尚未发生大面积的坏死时#可在人体血

液中通过检测
6b

显现出来#其灵敏度较高#表明心肌酶谱检

测在临床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

)

*心肌酶谱主要包括
6b

'

"SB

'

!8\

'

\28

及
6bA#2

等#其中
!8\

存在于所有组织

中*临床常根据心肌酶谱中不同指标的组织特异性来协助诊

断疾病#可利用相关指标观察诊断心肌疾病*

6bA#2

主要存

在于心肌中#主要用于诊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作后#血清

6bA#2

水平升高#

%&

"

'+.

达到峰值#但其不适用于
%(

岁以

下儿童(

,

)

*临床急诊检验中实施心肌酶谱检测#可有效地明确

诊断心肌损伤病变的相关疾病#为患者抢救治疗提供最佳时

间*同时#对于脑外伤患者也具有诊断作用#且配合临床其他

相关检查#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早期治疗#提高临床急救治疗

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意义*

本次研究探析心肌酶谱检测在急诊检验中的临床意义#结

果显示!两组患者均实施心肌酶谱检测后#

6b

'

"SB

'

!8\

'

\28\

及
6bA#2

水平均有所升高#且两组各指标水平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且心肌梗死组
6b

值升高
(5

例#

其敏感性为
=()*V

#脑外伤组
6b

值升高
,*

例#其敏感性为

%**)*V

#表明心肌酶谱中
6b

检测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临床急诊检验中采用心肌酶谱检测#可有效地

提高临床诊断价值#临床意义较大#可考虑将其列为急诊检验

的常规项目之一*

参考文献

(

%

) 莫伟#刘义明#陈晓#等
)

心肌酶谱检测在急诊检验中的临床意义

分析(

W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ZZ&A%ZZ')

(

&

) 田威
)

急诊检验中心肌酶谱检测的价值分析(

W

)

)

中国实用医药#

&*%,

#

%*

$

%*

&!

=%A=&)

(

'

) 孟亚梅#袁庆国
)

心肌酶谱检测方法及其在急诊检验中的重要意

义分析(

W

)

)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

#

%(

$

'+

&!

&%')

(

(

) 王卫
)

急诊检验中心肌酶谱检测的临床意义及必要性分析(

W

)

)

中

国卫生产业#

&*%(

#

5

$

=

&!

%&&A%&')

(

,

) 金士萍
)

临床急诊检验心肌酶谱检测的意义分析(

W

)

)

中国实用医

药#

&*%,

#

%*

$

=

&!

%%&A%%')

$收稿日期!

&*%,A%&A&+

&

!经验交流!

(

项目混合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室内质控品的应用探讨

刘玉强

"开封市中心血站!河南开封
(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项混合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US"

$质控品的应用可行性及优势&方法
!

Y!US"

每板加入一孔室内质

控品!对
(

项混合质控品与单项浓度质控品检测的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以选择更适合该实验室的质控品类别&结果
!

(

项混合

质控品的每个项目检测结果变异系数"

0U

$值浮动范围均低于单项浓度质控品检测的
0U

值浮动范围!

(

项混合质控品比单项浓

度质控品检测的结果更稳定&结论
!

选择
(

项混合质控品更适合该实验室血液筛查
(

项的室内质量控制&

关键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混合质控品#

!

室内质量控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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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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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质量控制是确保实验室获得可靠测定结果的重要环

节#它对标本的检测过程进行监控#是用以评价检验结果是否

可以发出的依据*在血站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US"

&检测过

程中#一般采用
!0-0

O

AW011?1

P

@

质控图及
X0@I

P

3GD

质控规则

进行室内质量控制(

%

)

*由于
Y!US"

试剂盒不同厂家或同一厂

家不同批号间检测同一份标本的样品测定值"临界值$

S

"

6̂

&

有较大差异#使得对
Y!US"

试剂进行室内质控难以取得较好

的效果#存在变异度较大'易失控等问题(

&

)

*本实验室参照.血

站技术操作规程$

&*%&

版&/要求选取
S

"

6̂

$

&

"

,

&的室内质控

品用于
Y!US"(

项筛查实验室内质量控制(

'

)

#现将
(

项混合

质控品与单项浓度质控品检测的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现报道

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仪器与试剂
!

SB"7

全自动加样仪#

;"#Y

全自动酶免

分析系统#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2@"

P

&试剂盒$美国伯乐

公司#简称伯乐%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简称万泰&#丙型

肝炎病毒抗体$抗
A\6L

&诊断试剂盒$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丽珠%万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A\UL

&诊断

试剂盒$丽珠'伯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诊断试剂盒$伯

乐&#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AB$

&诊断试剂盒$丽珠'万泰&#所有

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B)C

!

室内质控血清
!

\2@"

P

质控血清$

*)&U<

"

K!

#批号!

&*%'*5**&

%

*)%U<

"

K!

#批号!

&*%'*5**%

&#抗
A\6L

质控血清

$

*),96<

"

K!

#批号!

&*%(*'**%

&#抗
A\UL

质控血清$

(96<

"

K!

#批号!

&*%'*+**%

%

%96<

"

K!

#批号!

&*%'%***&

&#抗
AB$

质

控血清$

+KU<

"

K!

#批号!

&*%(*(**&

&#混合质控血清
%

$

\2A

@"

P

*)&U<i

抗
A\6L%96<i

抗
A\UL( 96<i

抗
AB$+

KU<

#批号!

&*%(%&*%+

&#混合质控血清
&

$

\2@"

P

*)&U<i

抗
A

\6L*),96<i

抗
A\UL*),96<i

抗
AB$+KU<

#批号!

&*%,*%**(

&#均购自康彻思坦生物有限公司*

B)D

!

方法
!

Y!US"

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室内质控品随

常规标本一起检测#其中
(

项混合质控品放入标本中间随机检

测%

Y!US"

每板均加入一孔室内质控品*室内质控判定规则!

%

个质控结果超过
Mi&<

#提示告警%

%

个质控结果超过
Mi'<

#

提示存在随机误差%

5

个连续的质控结果在平均数一侧#提示

存在系统误差*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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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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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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