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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检查人体血糖调节功能的一种方法)健康人在

服用一定量葡萄糖后#血液葡萄糖浓度暂时升高&一般不超过

.',(()*

"

+

'#但在
!?

内葡萄糖浓度又恢复到空腹水平)糖

尿病患者因为糖代谢失常#食入一定量葡萄糖后#血液葡萄糖

浓度可急剧升高或升高不明显#而且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到原来

的浓度水平#称为糖耐量失常)临床上对症状不明显的疑似糖

尿病患者#常采用
1\::

来协助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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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是了解体内葡萄糖水平的重要检测项目#检测前应

禁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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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血葡萄糖水平
";

之内有周期变化#下午

的血葡萄糖值比上午高#通常检测血葡萄糖取早上空腹标本)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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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血葡萄糖水平正常*

%

+

)我国糖

尿病患者中有一部分以餐后
!?

血葡萄糖升高为特征#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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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应接受
1\::

#这可以提高糖尿病或糖尿

病前期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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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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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患

者是通过
1\::!?T\

得到确诊)

1\::

是诊断糖尿病时的主要检测项目之一#

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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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糖耐量正常)如果有糖尿病的临床

表现#任意时刻血葡萄糖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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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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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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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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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另一日

再次检测&以上
%

个项目任意之一'证实#结合临床表现#应考

虑糖尿病的诊断*

%

+

)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个体#应积极提倡生活

方式干预#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发生#还应对血糖水平进行

动态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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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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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评价不同血凝仪对国际敏感指数"

2E2

#的影响$方法
!

模拟
ga1

标定凝血质的参比方法!用

一种已知
2E2

的凝血质对两种血凝仪的特异性
2E2

进行标定!并以
2S8

形式报告凝血酶原时间"

T:

#结果$结果
!

未经标定前!两种血凝仪测得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标定其系统的
2E2

值后!再以公式国际标准化比值

"

2S8

#

d

凝血酶原时间比值"

T8

#

j2E2

得出其结果!结果无差异$结论
!

不同血凝仪对
2E2

值有一定影响!而对仪

器进行标定可以部分避免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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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以来#迄今仍然是检查外源凝血系统诸因子及相

关抑制物的重要筛选性试验指标#

T:

也是目前口服抗凝剂治

疗的主要监测手段)标准化的
T:

结果报告形式是国际标准

化比值&

2S8

'#但是
T:

测定受多种因素影响#除凝血质外#不

同血凝仪,不同测定方法#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本文模

拟
ga1

参数方法#用一种已知国际敏感指数&

2E2

'值的凝血

质对全自动和半自动血凝仪的特异性进行标定#并对标定前后

的
T:

结果进行比较#以观察血凝仪对
2E2

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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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的采集分别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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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橼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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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的负压管采集静脉血
"'.(+

#实验分
"$;

进行#每天

用同一种凝血质#分别用两种血凝仪和手工法测定
.

例标本的

T:

值#其顺序为
!

个正常参比血浆
*

"

例健康者血浆
*

/

例患

者血浆
*

"

例健康者血浆)每例标本不同测定方法均测两次#

取其平均值)不同测定方法测得
T:

值除以各自的平均正常

参比血浆
T:

值&

PST:

'#得出
.

例标本不同方法的
T:

比值

&

T8

'#同时算出
*)

K

T8

值)用同一标本不同测定方法测得的

*)

K

T8

为坐标描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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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

个点描于同一坐标内#经回归

处理#得出直线的斜率
G

)根据
2E2

值&待标'

d2E2

&已知'"

G

#

得出待标血凝仪"凝血质系统的
2E2

值)然后再以公式
2S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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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其结果#再与标定前的结果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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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法测得的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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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处理#

得出该直线的斜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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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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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血凝仪未经手工法标定其
2S8

结果比较#经配对
:

检验#两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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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血凝仪经手工法标定后其
2S8

结果比较#经配对
:

检验#两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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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血凝仪对
2E2

值影响是很显著的#在未经

手工法标定时#

!

台仪器测得的
2S8

有明显差异#而且与手工

法结果比较#

!

台仪器测得的
2S8

都偏高#因其斜率
A

都大于

"

)而经标定后给出一个仪器"试剂系统的
2E2

值#

2E2

值愈接

近于
"'$

#表明组织凝血活酶试剂愈敏感#再算出其
2S8

#

!

台

仪器测得的结果更接近于手工法结果#且
!

台仪器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同一血凝质不仅在自动与手工法之间
2E2

存在差异#而且

试剂,仪器也能影响
2E2

值#而且有时会产生较大误差)同一

组织凝血活酶试剂用于不同仪器时#可用所谓的1仪器特有的

2E2

2或称区域性
2E2

来计算
2S8

)每台仪器所使用的凝血活酶

试剂都应该有特定的
2E2

值#重新标定
2E2

值的做法是购买标

有
2S8

的冻干血浆#然后建立适合本实验室的试剂"仪器所使

用凝血活酶试剂的
2E2

值#这样才可使患者的
2S8

具有可比

性)减少因仪器型号和检测原理不同而造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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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血型正反定型结果不符时抗体检测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方法
!

正定型检测血型是用已知的

抗
9

和抗
]

分型血清来测定红细胞上有无相应的
9

细胞或
]

细胞抗原'反定型检测血型是用已知的
9

细胞或
]

细胞来测定血清中有无相应的抗
9

或抗
]

抗体!抗体检测%用
1

细胞进行检测$结果
!

#%

例正反定型不符情况

中!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发现含冷凝集素的有
/

例"

/

&

#%

#'含不规则抗体的
!

例"

!

&

#%

#'而抗
9

或抗
]

抗体减弱的有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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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

为保证血型鉴定的准确!有条件的单位在做反定型时采用
1

细胞进行试验发现不规则抗体!可

保证血型鉴定试验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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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血型与临床治疗密不可分#输血中出现血型错误时

会发生严重的输血反应#危及患者的生命)为此#国家标准规

定对献血者要进行
9]1

血型的正反定型检测#以确保血型的

准确性)在血型定型时会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情况#而在这部

分血液中有一些标本存在着抗体)作者整理分析了
#%

例

9]1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的血液标本中的抗体检测情况#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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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正反定型血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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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9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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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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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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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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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正定型检测血型是用已知的抗
9

和抗
]

分型血

清来测定红细胞上有无相应的
9

细胞或
]

细胞抗原(反定型

检测血型是用已知的
9

细胞或
]

细胞来测定血清中有无相应

的抗
9

或抗
]

抗体)

>'@

!

抗体检测
!

用
1

细胞进行检测)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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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正反定型不符抗体检测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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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正反定型不符抗体检测情况

血型
(

冷凝集抗体 不规则抗体 抗体减弱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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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血型的正反定型结果应当是相同的#检测中

一旦发现正反定型不符时就要重做试验#查找原因)在本文统

计的
#%

例正反定型不符的情况中#对其血清中的抗体进行了

检测#结果发现含冷凝集素有
/

例&

/

"

#%

'(含不规则抗体有
!

例&

!

"

#%

'(而抗
9

或抗
]

抗体减弱有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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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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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临床

工作中在对待正反定型的标本进行检测分析时#应重视对其血

清中的抗体情况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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