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的发生率仍相对较高#曾被认为是内镜治疗禁忌证)

*

*

+但随

着内镜技术的不断改进#内镜下治疗适应证也不断拓宽+尤其

是
TC+

的出现#

TC+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治疗胃肠道病变的

有效方法+它使用内镜标准配件注射针,圈套器,金属夹等+

用
(&*7

靛胭脂溶液
'

!

$(O/

经钳道管喷洒于病变区对病灶

染色#观察病变的范围及腺管开口形态判断病变的性质#是否

有癌的存在+在病变边缘前方注入生理盐水#原则上#以将病

变完全与黏膜下层分离为准#如病变超过
%(OO

则可在病变

的口侧注射#必要时行多点注射#以将病变黏膜完全分离为

准)

'

*

+切除后#观察创面有无出血#如有少许渗血#通常可不必

处理#也可以进行创面钛夹缝合止血+该方法安全,创伤小,简

便,适用范围广#便于开展+本组切除
'(

枚#均一次肠镜下完

成#无并发症发生#随访
$

年后均无肠穿孔,肠腔狭窄等并

发症+

结肠息肉切除术的严重并发症为出血和穿孔#如何预防出

血,穿孔等并发症是内镜下治疗大肠息肉的关键#金属钛夹的

使用很好地解决了并发症这个问题+成宏伟等)

4

*对金属钛夹

联合内镜下圈套器高频电切除消化道息肉的方法总结有以下

几点优点!$

$

&预防出血%$

%

&即时止血%$

:

&防止消化道穿孔+

内镜高频电圈套摘除术,

TC+

以及活检钳咬除术摘除息肉是

安全,可靠的#再加上金属钛夹的运用#更能有效避免并发症的

发生#可以达到治疗息肉和预防大肠癌的目的#同时#应根据患

者不同的情况依据不同息肉形态采取不同的方法#选用适用,

经济,安全有效的内镜下治疗方法#在治疗过程中#应避免过度

电凝#容易造成迟发穿孔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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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不同血清学检测方法的临床效果比较

王燕华"广东省连州市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对采用两种不同血清学检测方法对甲胎蛋白进行检测的临床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方法
!

采用

随机抽样的方法!在
%((4

年
8

月至
%($(

年
8

月这
*

年时间里!抽取
$%(

例临床送检甲胎蛋白的标本!首先采用电

化学发光免疫法对甲胎蛋白的含量进行检测!再采用微粒子酶联免疫法的方法对甲胎蛋白的含量进行检测'对两

种方法检测后的相关性试验%线性试验%回收试验%精密度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

的检测结果基本相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前者的重复性更好!现行相关性范围更宽!回收率更高"

!

#

(&('

$'结论
!

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对血清甲胎蛋白进行检测的方法明显由于微粒子酶联免疫法!具有线性范

围宽%重复性好%回收率高等特点!可以作为临床对患者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的首选方法!值得进一步的使用和推

广'

"关键词#

!

电化学发光免疫#

!

微粒子酶联免疫#

!

甲胎蛋白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8%9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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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以来#相关文献关于电化学发光免疫技术的报道比

较多#该项技术是采用电促化学发光技术#使用非同位素金属

三联吡啶钌作为检测的标记物#由电极发光#在三丙胺的参与

之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它以其敏感,快速,稳定等优

点#在固相标记免疫测定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

*

+为了对采

用两种不同血清学检测方法对甲胎蛋白进行检测的临床效果

进行比较分析#作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
%((4

年
8

月至

%($(

年
8

月这
*

年时间里#抽取
$%(

例临床送检甲胎蛋白的

标本#首先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对甲胎蛋白的含量进行检

测#再采用微粒子酶联免疫法对甲胎蛋白的含量进行检测+对

两种方法检测后的相关性试验,线性试验,回收试验,精密度试

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现将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
%((4

年
8

月至

%($(

年
8

月这
*

年时间里#抽取
$%(

例临床送检甲胎蛋白的

标本#被采集标本的患者年龄在
$6

!

8*

岁之间#平均年龄
*:&)

岁%其中包括
''

例男性患者和
4'

例女性患者%患者的所有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方法
!

对抽样中的
$%(

例患者的送检血清标本#首先采

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对甲胎蛋白的含量进行检测#再采用微粒

子酶联免疫法对甲胎蛋白的含量进行检测+对两种方法检测

后的相关性试验,线性试验,回收试验,精密度试验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

$&'

!

试剂与仪器
!

采用本院现有的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和

!Cj

分析仪#以及相应的配套试剂+

$&1

!

操作
!

在对标本进行测定的时候#温度应该控制在
%(

!

%4V

之间#对抽样中的
$%(

例临床送检的标本#采用上述仪

器#并按照相关的操作手册的要求进行检测#做好定标和质控

处理#数值在标定值的允许范围内#再进行相关性,回收率,线

性和精密度的具体测试)

%

*

+

$&2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均采用
1X11$*&(

统计学软件进

行处理分析#

!

#

(&('

为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基本相同#差异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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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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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6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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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

$

(&('

&%但是前者的重复性更好#相关性范围更

宽#回收率更高#这些数据差异均有意义
!

#

(&('

&+

/&$

!

相关性试验
!

两种方法的直线回归方程相同#为
Ed

$&%$Fl(&4$

#

2d(&6*

+

/&/

!

线性试验
!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的回归方程为!

Ed

$&%($FU'&(:$

#

2d(&668

%微粒子酶联免疫法的回归方程为!

Ed(&):*Fl*%&6)*

#

2d(&6)4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在
$

!

66:

"

"

O/

范围内线性良好#微粒子酶联免疫法在
'

!

''4;

"

"

O/

范围内线性良好+由此可见前者的检测的范围更宽+

/&'

!

回收试验
!

见表
$

+

表
$

!

回收试验结果比较&

7

'

方法 高值回收率 低值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68&' 64&) 68&$

微粒子酶联免疫法
64&* 6'&% 6'&)

!

值
#

(&('

#

(&('

#

(&('

/&1

!

精密度试验
!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的批间和批内的差异比较情况&

7

'

项目
电化学发光免疫

批内 批间

微粒子酶联免疫

批内 批间

高值
:&* :&) :&8 *&'

低值
%&6 :&( :&* :&'

'

!

讨
!!

论

对患者的甲胎蛋白进行检测被医学界广泛认为是对肝癌

患者进行辅助诊断一种最好的临床检测方法#其中化学发光免

疫检测法是目前临床医学界公认的能够快速,精确,安全地对

血清甲胎蛋白进行检测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具有快速,简便实

效的特点#在基层单位得到广泛的应用)

:

*

+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对血清甲胎蛋白进行检测的结果的

相关稳定性和灵敏度以及精密度方面与微粒子酶联免疫法比

较#都要理想得多+而且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对血清甲胎蛋白

的检测的线性范围更宽一些)

*

*

+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操作过程中所使用的试剂的稳定

性相对来说更加理想#有效期更长+由于该检测方法中所选用

的标记物在自然环境下的稳定性比较好#因此用该物质进行标

记的相关试剂也会具有非常理想的稳定性#而微粒子酶联免疫

法检测操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标记物是酶#通过显色强度的不同

对待测物质的浓度进行具体反映#而对酶和底物的活性产生影

响的因素有很多#所以在一些情况下会导致试剂的稳定性和灵

敏度不是十分的理想)

'

*

+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对血清甲胎蛋白进行检测可以使免

疫反应的进行更加快速#在检测的
%(OA;

内就可以直接得出

检测结果#与微粒子酶联免疫法相比较来说#前者可以使检测

所需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缩短#使检测工作的效率得到有

效提高+一次性加样头的使用及相关流动冲洗程序的应用#可

以起到彻底避免出现交叉污染现象的作用)

4

*

+

综上所述#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对血清甲胎蛋白进行检

测的方法明显由于微粒子酶联免疫法#具有线性范围宽,重复

性好,回收率高等特点#可以最为临床对患者进行血清甲胎蛋

白检测的首选方法#值得进一步的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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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1&1?L5A>E<@?H>

.

,__̀

/

>@@>0?A;

?H><;>9E?>

M

ED;5 FA0HAOOL;<DEED

I

)

W

*

&W!OOL;<N

C>?H<5E

#

%(()

#

$'$

$

$

&!

*89*)&

)

*

* 李金明
&

临床酶免疫测定技术)

C

*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

%(('

!

:'9:4&

)

'

* 扬廷彬
&

免疫学及免疫学检验)

C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

%(()

!

8898)&

)

4

* 刘振世#周昊#陈海深#等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游离
'

亚

单位磁分离酶联免疫方法的建立)

W

*

&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杂志#

%((4

#

%%

$

:

&!

:6%9:6*&

$收稿日期!

%($$9$(9%8

&

献血前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初筛的效果评价

朱莉莉"湖北省荆门市红十字中心血站体采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进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K

$初筛对减少无偿献血血液报废的作用'方法
!

对荆门地

区自愿无偿献血者
*$%%:

例次进行
./K

初筛前后的统计学分析'结果
!

干预组和对照组的
./K

不合格率分别

为
$&)7

和
:&8*7

!明显有所降低'结论
!

献血前的
./K

初筛!可以降低血液检测不合格率!提高血液质量!保证

血液安全'

"关键词#

!

无偿献血#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荆门

!"#

(

$%&'()(

&

*

&+,,-&$)./0(122&/%$/&%2&%1S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8%96*''

"

%($%

$

('9('669(%

!!

自1献血法2实施以来#随着无偿献血宣传力度的加大#荆

门地区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临床用血早已

$((7

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无偿献血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K

&不合格#是造成本站血液报废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

减少血液资源浪费#节省材料成本#将血液报废率降至最低#本

站自
%($(

年
$(

月新增加了一项
./K

初筛#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计
!

%((6

年
$(

月至
%($(

年
4

月和
%($(

年
$(

月

至
%($$

年
4

月#本地区自愿无偿献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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