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早期多能干细胞造血细胞疾病#其发病原因可能是大量细胞

发生基因突变#导致能量代谢障碍及细胞损伤#从而引发血清

"T̂

水平增高*而
W1

主要为
TY1

的合成障碍导致无效造

血及红细胞寿命缩短#形成原位溶血及红细胞破坏增加#

"T̂

从红细胞中进入血清中#特别是
"T̂ &

'

"T̂ '

$来自幼红细胞&

水平增加(

2

)

*本研究结果表明#

W1

组与
WT*

组的
"T̂

都

是增高的#但是
W1

组增高的程度明显高于
WT*

组*两组的

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

Â 6T̂

的活性是

用
*

A

酮丁酸作为底物时所获的
"T̂

的活性#主要反映是

"T̂ &

和
"T̂ '

的活性#同时又由于
"T̂ &

较其他同工酶有

更大的亲和力#因此常用来反映血清中
"T̂ &

的活性(

;

)

*丁

勇敏等(

:

)认为
W1

患者的
6̂T̂

的增高也与骨髓的原位溶

血'红细胞破坏有关#而非心'肝疾病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

W1

组和
WT*

组的
6̂T̂

结果都高于健康对照组#且
W1

组

与
WT*

组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H

&

)()&

&#表明
W1

组的

增高幅度要大于
WT*

组*

Ĥ

+

是一种含硫的氨基酸#是蛋氨

酸的中间代谢产物#体内不能合成#只能来源于蛋氨酸的分解

代谢*叶酸和维生素
6&'

正是同型半胱氨酸再甲基化的辅

酶#缺乏叶酸和维生素
6&'

的患者会导致
Ĥ

+

的体内堆积#从

而在
W1

患者中检测到
Ĥ

+

的水平增高(

&)

)

*目前
Ĥ

+

的报

导比较少#但平常工作中也发现在
W1

患者中#其升高幅度较

大*在本研究中也发现
W1

组和
WT*

组的
Ĥ

+

都增高#且

W1

组和
W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这也说明了

W1

组
Ĥ

+

的增高幅度大于
WT*

组*

根据
W1

组和
WT*

组的
#"3

'

W0X

'

"T̂

'

6̂T̂

'

Ĥ

+

制作
\U0

曲线#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9

'

)(2:)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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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22;

#这些指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9

&#可以用

作对两者进行鉴别诊断*尽管各指标在最佳诊断临界值时特

异度稍偏低#仅
W0X

和
Ĥ

+

的特异度达到
=98

以上#但各指

标在最佳诊断临界值时的灵敏度都较高#尤其是
"T̂

'

6̂T̂

和
Ĥ

+

都在
;)8

以上#

"T̂

的灵敏度达
&))8

#故可通过这些

指标的诊断临界值对
W1

和
WT*

进行鉴别#初筛出
W1

患者*

本研究发现#

W1

患者在治疗前后
"T̂

'

6̂T̂

'

Ĥ

+

'

W0X

'

6̂

'

#"3

的检测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9

&#

可以说明疾病的诊断方向正确和且治疗有效*

由此#通过血常规结果分析贫血为大细胞非均一贫血#而

经过骨髓形态学无法鉴定
W1

和
WT*

时#可以参照患者

"T̂

'

6̂T̂

'

Ĥ

+

'

W0X

'

#"3

的指标做出鉴别诊断#从而筛

选出疑似
W1

患者#对其进行叶酸和维生素
6&'

的治疗#动态

分析
"T̂

'

6̂T̂

'

Ĥ

+

'

W0X

'

6̂

'

#"3

'

W0X

的治疗前后的

结果#如果
"T̂

'

6̂T̂

'

Ĥ

+

'

W0X

下降幅度很大#而
6̂

'

#"3

升高幅度较大#可以基本确诊为
W1

#且其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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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T̂

活性的测定及其意义(

V

)

(

哈尔滨医

科大学学报#

&::2

#

$&

$

&

&!

9$A97(

(

:

) 丁勇敏#周午琼
(

五项生化指标在巨幼细胞性贫血和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的鉴别价值(

V

)

(

浙江临床医学#

'));

#

&)

$

7

&!

7:7A7:9(

(

&)

)彭松庆#周午琼
(

巨幼细胞贫血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

者血清
*

Â 6T̂

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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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的性能!了解其测定全血葡萄糖与生化分析仪检测葡萄糖结果的差异&方法
!

选取
'$)

例临床标本分别用
#U03

血糖仪测定全血葡萄糖和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葡萄糖!结果使用
6DM@I1DF-M@

图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

规范化管理后的两种仪器检测数据比对!一致性较好&结论
!

#U03

血糖仪只有通过规范化管理!才可用于糖尿病的

实验常规筛查和治疗监测&

#U03

的广泛应用甚至取代传统的检验项目!有着更广大的前景&

关键词"即时检验$

!

血糖仪$

!

比对$

!

规范化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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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检验$

#U03

&是指在采样现场进行的#利用便携式'

可移动微型检测分析仪器及配套试剂#快速方便得到检测结果

的一种检测方式#广泛应用在各个临床科室'救护车内及手术

室内等场所开展*为落实原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医疗机构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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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血糖检测仪管理和临床操作规范0#研究者对本院常用的

#U03

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规范化前后的结果进行比

对分析#评价两者之间的一致性*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为避免主观偏见#利用盲法于
')&9

年
2

月开

始#分两次选择本院门急诊'住院的#红细胞压积范围在
$)8

"

=)8

的
'$)

例不同病症的血液标本$每次
&&9

例血液标本&#通

过
&

台
#U03

快速血糖检测仪$本院订购的
#U03

血糖仪为

同一批次'同一厂家生产&和检验科常规生化分析仪测定的血

糖结果进行比对*

A(B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西门子
1TX51

'7))

#试剂为重庆中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葡萄糖$己糖

激酶法&试剂$生产批号
')&9)=)&

#

')&=)&)&

&#

#U03

血糖仪为

由强生$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强生稳豪倍优型血糖

仪$结果范围
&(&

"

$$($--BD

"

"

&及随机试纸条*

A(C

!

方法

A(C(A

!

检测前的仪器准备
!

通过
#U03

质量管理规范化后#

研究者进行比对时#先将
#U03

血糖仪进行
U@.3BJHGeDFEM

血糖质控液检测#通过后再对同一标本测试
&)

次#进行精密度

和准确度测定*根据原卫生部管理办公厅的管理规范(

&

)对于

#U03

的精确度中说明#质控液浓度大于
9(9--BD

"

"

时#变

异系数不能超过
2(98

*进行检测的
#U03

血糖仪变异系数

为
9()78

#符合要求*西门子
1TX51'7))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参加原卫生部和省级室间质评成绩优良#实验当日室内质控

在控*

A(C(B

!

采集方法
!

采集患者的末梢血
'

#

"

立即用于
#U03

快速血糖检测并记录结果%同时抽取空腹静脉血
'-"

至普通

真空管#标本送至检验科离心后#在
$)-?@

内进行检测#记录

结果*

A(C(C

!

检测方法
!

#U03

快速血糖仪操作方法!测试前需保

证指尖血液充盈#取左手无名指用
298

酒精进行皮肤消毒#待

酒精完全挥发#在手指两端采血#尽量让采血笔笔头贴紧皮肤

采血#采血量为
'

#

"

$最少
&

#

"

&*生化分析仪操作方法!严格

按照本科制订的葡萄糖测定
*U#

操作规程进行*当出现血糖

异常结果时#重复检测一次#必要时复查静脉血的生化分析仪

血糖结果*

A(D

!

统计学处理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6

"

3

')72)A'))=

/临床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要求0关于检验项目可

接受性能准则中的要求(

'

)

#葡萄糖测定可接受范围应该在靶值

的
])($$--BD

"

"

或
]&)8

以内*将两组数据计算出均值'偏

差及标准差#以两组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为水平轴线#以两组检

测数据的偏差为垂直轴线#以偏差的均值为主轴线#绘制

6DM@I1DF-M@

图(

$

)

*

B

!

结
!!

果

!!

图
&

所示#

#U03

规范化管理前的比对显示#

#U03

血糖

仪检测的葡萄糖测定结果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葡萄糖检测

结果差值均数为
)(=:7 --BD

"

"

#差值的标准差为
)(;$'

--BD

"

"

#两组检测结果差值均数的虚线远离代表差值均数为

)

的虚线#且最大相关值为
$(2--BD

"

"

$

#U03

血糖仪检测为

'(;--BD

"

"

#生化分析仪检测为
=(9--BD

"

"

&#不被临床所

接受*

!!

如图
'

所示#

#U03

规范化管理后的比对显示#

#U03

血

糖仪检测的葡萄糖测定结果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葡萄糖检

测结果差值的均数为
)('&9--BD

"

"

#差值的标准差为
)($&;

$标准差小于
)(9

&#则
:98

一致性界限为
<)(7);--BD

"

"

'

)(;$;--BD

"

"

*一致性界限外的百分比占
7($8

#有较好的一

致性(

$

)

*

通过统计#在
#U03

规范化管理后进行的比对显示#血糖

浓度小于
7('--BD

"

"

的结果中#误差未超出
])(;$--BD

"

"

的范围%血糖浓度大于或等于
7('--BD

"

"

的结果中#误差亦

未超出
]')8

的范围(

&

)

*

#U03

血糖仪与检验科血糖检测数

据的偏差小于
98

#远远小于中国临床检验标准化委员会有关

便携式血糖仪测定指南所要求的
]&98

#结果被临床所接受#

#U03

血糖仪完全适合于临床*

图
&

!!

本院进行
#U03

规范化质量控制管理

前的临床数据比对

图
'

!!

本院进行
#U03

规范化质量控制管理

后的临床数据比对

C

!

讨
!!

论

!!

随着
#U03

仪器设备在临床科室的广泛应用#但出具的

结果是否准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临床#故进行了
#U03

血

糖仪与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结果比对#结果显示#规范化管理

前的检测数据比对相关性差$图
&

&#达不到临床需求*

针对这一情况#本院召集医务部'护理部'检验科等相关科

室人员进行探讨#寻找原因#主要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

&操作

人员缺乏系统培训!有些护士因操作不熟#导致二次补血#使结

果偏差较大(

7

)

*$

'

&检验科接收的临床血样中#有部分出现溶

血'脂血等现象#影响了血糖的正常检测*$

$

&检测数据手工录

入出现错误!有少部分临床操作人员把-差不多.的数据记录在

册#甚至出现个别-张冠李戴.的现象*$

7

&使用开瓶后超过
$

个月有效期限的试纸*$

9

&当葡萄糖检测结果较低或较高时#

#U03

血糖仪误差增大*

考虑
#U03

血糖仪在检测过程中可干扰因素较多(

9

)

#本

院根据原卫生部的管理规范#把
#U03

纳入整体管理体系中#

将其开展与管理提升到医院管理阶层#形成规范的
#U03

院

内质量管理办法#成立
#U03

管理委员会#具体由检验科专门

管理#各个相关部门参与*其根本目的是使
#U03

结果能有

效地指导临床诊疗(

=

)

*

研究者具体从在用的
#U03

仪器试剂'人员培训(

2

)

'检测

系统间比对'检测时的温湿度'取血方法'试$下转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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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的可追溯性*这样才能树立起广大孕龄群众对妇幼保

健与计生工作的信任#才能更好地将工作开展下去*

B(E

!

重视继续教育工作
!

检验科员工应该尽可能多的参加各

种学习$如各地市州#国家举办的各种学术会'培训班&始终与

新技术新思维并驾齐驱(

&'

)

#把掌握的新知识'新技术应用到自

己的临床工作中#努力将自己的科室建设得越来越好#打造出

自己科室的特色*

C

!

社会成就

!!

自从国家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以来#本中心作为全

国免费优生健康检查的第二批试点机构#积极响应国家的号

召#于
')&&

年
:

月正式开始对全区孕龄群众进行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

9

年来为安居区每年为近万人次的孕龄群众

进行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精确

性#本中心于
')&7

年
2

月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购进希森美康

五分类血球仪
h*A9))?

并以同样的方式于
')&9

年
;

月购进日

立全自动生化仪
5̂310̂ 52)')

与迈瑞三分类血球仪迈
60A

$)))#DJ,

*与此同时#本单位的化学发光仪也由原来的半自动

改为了深圳新产业
W1!"eW5&)))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为满

足临床检验发展的需要#本中心于
')&=

年还引进了一台高尔

宝
!"6A=))

尿干化学分析仪与一台尿沉渣分析仪*这些设备

的改进使得本中心检验科仪器设备的先进性位于全省妇幼计

生系统的前列*近年来#本中心也比较重视从业人员的专业性

与员工的继续教育学习#于
')&&

年至今先后引进
7

名医学检

验专业的技术人员#并积极参加了国家'四川省开展的关于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各类培训班以及遂宁市举办的各类检验学

术会等*并先后在国家'省'市举办的室间质评中屡得好评#不

断改进的仪器设备与对检验人员的专业性与对继续教育的重

视使得本中心检验结果的精确性与可追溯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使以孕前保健为主的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得到了广泛推广

和应用#为保障安居区妇女儿童的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综上所述#检验科在基层妇幼计生中心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只有重视检验科的发展#确保检验结果的精确性与可追溯

性#并加强与临床的交流沟通#才能深入推进安居区孕前保健

工作的发展#持续改善当地孕龄女性的妊娠结局#全面提高安

居区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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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了整套的
#U03

质

量管理体系*为增强
#U03

结果报告人员的责任感#研究者

还设计规范了
#U03

检验报告单格式#区别于检验科化验单#

从根本上保证
#U03

检测的可靠性*同时#本院初步规定#每

个季度进行
&

次
#U03

血糖仪仪器间的比对#这样既能及时

发现仪器间的差异#又能保证结果的一致性#达到对各科室

#U03

仪器应用监控的目的*

通过
#U03

院内管理规范化前后的血糖检测数据比对#

尽管还存在少数结果不满意的情况#可能是与
#U03

方法学

上某些不确定因素有关#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只有通过
#U03

规范化管理#定期对
#U03

血糖仪进行

校准和比对#与传统检验项目之间做到相互补充#发挥其在临

床治疗监测和诊断上的作用#极大地避免由于检测结果不准确

或不稳定等因素#造成影响患者诊治的不良后果*如果
#U03

血糖仪和常规设备能满足临床需要#其他的检验项目交给第三

方检验中心$区域检验中心&#在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又保证检

验质量的情况下#或能开创一种检验医学事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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