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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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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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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年来才被发现的一种新型

脓毒血症诊断生物学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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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等方面优于传统的炎症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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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菱化工公司%&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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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日本三菱化工公

司%#配套校准品和质控品$日本三菱化工公司%#对仪器进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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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对仪器的精密度进行评估#总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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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年人不同性别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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