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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利用化学发光微粒免疫分析法"

"0J3

$检测血浆
Q

型尿钠肽"

QWZ

$的浓度!评价其在体外保

存的稳定性%方法
!

用
3QQN11

公司的配套
QWZ

试剂盒!在
3̀ "\J1!"1

系统
7&$$$Ò

上测定!观察
QWZ

的体

外稳定性%选择
&$##

年
&

月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患者送检标本!采用室温和普通冰箱两种不同的保存方式!并间

隔一定时间进行测定!与初次测定值进行比较!以浓度下降
#$2

作为不稳定性判定标准!从而判断
QWZ

的稳定性%

结果
!

"0J3

测定
QWZ

浓度!在全血血浆中!室温下可稳定
+>

!

5M

可至少稳定
#&>

#在分离血浆中!室温下可稳

定
(>

!普通冰箱
5M

下至少可稳定
+>

%结论
!

QWZ

在常规检测中!全血血浆保存最好!室温下
+>

内测定稳定性

良好!如不能及时测定!则以全血血浆
5M

保存!必须
#&>

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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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尿钠肽$

QWZ

&主要来源于左心室#它的含量与心室压

力*呼吸困难程度与激素调节系统的状态相关)心室的体积和

压力增高可导致血浆内
QWZ

升高#升高的程度绝大多数与心

室扩张和压力负荷呈正比+

#

,

#可敏感*特异地反映左心室功能

变化)由于
QWZ

的血浆浓度很少受到姿势*盐负荷改变*快步

行走等的影响#只有在相对较长时间的刺激下#经过
-̀ W3

的

表达增加#才导致
QWZ

的合成及分泌增加)且
QWZ

的生物半

衰期约为
&$-78

#所以更能监测患者的真实状态)近年来#已

被广泛认同并推荐为目前最好的评价心力衰竭$心衰&和左心

室功能障碍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同时也广泛用于鉴别诊断呼吸

困难的病因以及判断心衰的预后)中外专家在
QWZ

测定水平

上达成一定共识#以
QWZ

$

#$$

B.

"

-/

作为排除心衰的指标%

以
QWZ

%

5$$

B.

"

-/

作为诊断心衰的高风险指标#同时提出

了
#$$

!

5$$

B.

"

-/

的灰带定义+

&

,可用于入院或出院患者危

险度分级+

)45

,

)本院使用雅培
7&$$$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测定

QWZ

#该仪器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免疫分析法$

"0J3

&能快速*

准确的检测#有精密度好*灵敏度高+

,

,且准确性良好等优点#在

#,-78

内能完成一次
QWZ

的急诊测试#为临床快速*准确*有

效的诊断提供了保证)本实验主要就标本保存环节探讨不同

水平
QWZ

标本在体外的稳定性#在保证结果准确*稳定的条件

下#血样从临床采样到实验室检测完成所能接受的保存时间和

保存条件#最终目的在于规范整个检测流程)

$

!

资料与方法

$'$

!

QWZ

稳定性调查对象
!

选择
&$##

年
&

月本院住院患者

送检标本#根据各项检查结果判断选择可能有
QWZ

升高者#检

测其
QWZ

浓度#挑选低*中*高不同浓度若干例标本进行实验)

其中以
QWZ

浓度为
$

!$

#$$

B.

"

-/

作为低值水平*

#$$

!$

,$$

B.

"

-/

作为中值水平*

(

,$$

B.

"

-/

作为高值水平来筛选

标本)考虑到临床意义#选择中*高值水平标本所占比例略高

于低值水平的标本)

$'/

!

QWZ

稳定性检测方法
!

受试者清晨空腹采血#使用
QP

公司
5-/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P134[

&

&抗凝管采集静脉血

5-/

#立即离心
#$-78

$

)$$$A

"

-78

&)所有标本完成第一次

测定后#将测定组分作两份#分离血浆组标本分离出血浆单独

保存#全血血浆组不作处理#分别保存于室温*普通冰箱

$

5M

&#间隔
$

*

#

*

&

*

5

*

(

*

+

*

#&>

测定并记录
QWZ

浓度#计算出

变异系数$

7U

&值#判断该标本
QWZ

在此保存条件下的稳定

性#最终以对照组稳定标本所占比率大于或等于
+$2

作为整

体稳定的判断标准#排除离群值偶然误差)

$''

!

仪器与试剂
!

3̀ "\J1!"1

系统
7&$$$Ò

化学发光微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粒免疫分析仪#配套试剂批号
(#%+(*

)

$'1

!

统计学处理
!

根据公式
S#$$2

判定不同时间点血浆

QWZ

的稳定性#以
QWZ

测得浓度下降
#$2

作为单个标本不稳

定的判断标准)

/

!

结
!!

果

/'$

!

全血血浆
QWZ

的稳定性
!

将
#$

例全血血浆标本在室温

下保存#将
#$

例全血血浆标本在普通冰箱$

5M

&中保存#分别

间隔
#

*

&

*

5

*

(

*

+

*

#&>

进行
QWZ

浓度检测#得到如下结论!全

血血浆标本在室温下保存#

QWZ

稳定性可保持
+>

%在普通冰

箱$

5M

&中保存#

QWZ

稳定性至少可保持
#&>

)具体数据结果

见表
#

)

表
#

!

QWZ

全血血浆保存稳定性

QWZ

检测

间隔时间$

>

&

保存

温度

标本总量

$

+

&

7U

$

#$2

$

+

&

7U

%

#$2

$

+

&

稳定性

比率$

2

&

#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 $ #$$

5M #$ #$ $ #$$

5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5 ( 5$

5M #$ + & +$

/'/

!

分离血浆
QWZ

的稳定性
!

将
#&

例分离血浆标本在室温

下保存#将
%

例分离血浆标本在普通冰箱$

5M

&中保存#分别

间隔
#

*

&

*

5

*

(

*

+>

检测
QWZ

浓度#得到如下结论!分离血浆标

本在室温下保存#

QWZ

稳定性可保持
(>

%在普通冰箱中保存#

QWZ

稳定性至少可保持
+>

)具体数据结果见表
&

)

表
&

!

分离血浆
QWZ

保存稳定性

QWZ

检测

间隔时间$

>

&

保存

温度

标本总量

$

+

&

7U

$

#$2

$

+

&

7U

%

#$2

$

+

&

稳定性

比率$

2

&

#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 $ #$$'$

5M % % $ #$$'$

5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 $ #$$'$

5M % + # ++'%

+

室温
#& 5 + ))')

5M % + # ++'%

'

!

讨
!!

论

随着近年来高血压*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增多#心衰的

发生率也逐渐呈现上升趋势#快速*准确地诊断心衰显得越来

越重要)

QWZ

对急性冠脉综合征*心肌梗死以及各种原因所

致心衰的诊断*分级*治疗*预后等评估+

(4*

,具有重要意义)故

欧盟已将其列入心衰参考指南中#以指导临床医生治疗)

QWZ

本身的稳定性随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改变#且保存条件不同也会

影响其稳定性#故快速*准确地为临床提供
QWZ

检测结果#对

临床诊断*分级*治疗*预后等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从表
#

*表
&

结果可以看出#全血血浆标本
QWZ

稳定性在

室温下保存
5>

检测最佳#可持续稳定
+>

%在普通冰箱$

5M

&

中保存#

QWZ

稳定性至少可保持
+>

%分离血浆标本在室温下

保存#

QWZ

稳定性可保持
(>

#超过
(>

稳定性下降到
))')2

%

在普通冰箱中保存#

QWZ

稳定性可持续
+>

)总之#

QWZ

稳定

性检测最佳时间控制在
5>

之内#可为临床提供最佳诊疗机

会)与王学晶等+

+

,报道的在
!P13

抗凝血浆中#

QWZ

在室温

下可保存
5>

#

5M

下保存稳定
+>

有一定的差别)也有国外文

献报道#

QWZ

在
!P13

抗凝血浆中#室温
5>

即迅速降解#

5M

&5>

降解#

K&$M

可以延长至
5+>

)此处#本研究仅针对
!P4

13

抗凝血浆中
QWZ

的稳定性进行探讨#室温下
QWZ

稳定性

与国外报道时间一致)作者认为本实验所涉及的检测标本数

较多#比以上几篇文献仅对单份标本进行检测分析的结果更能

反映
QWZ

稳定性变化的真实情况#更适用于临床实际工作)

尤其在目前已普遍达成心衰危险分级+

(

,的情况下#控制标本送

检时间*保存温度等条件对
QWZ

稳定性的影响#可更及时*准

确地将患者的真实状态反馈给临床)同时#也为实验室检测

QWZ

标本选择正确保存条件和时间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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