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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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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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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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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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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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次+

-

6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DPC>5QNA;

!

CD=0H%($%

!

Y<N&6

!

Z<&'



$&/

!

仪器与试剂
!

./K

检测试剂为杭州艾康,上海科华,英科

新创%仪器为
CAEEA<;QA<<

干式生化分析仪,科华卓越
*((

#使用

时均严格按仪器和试剂说明书操作+质控在控表示实验有效+

$&'

!

方法
!

对照组!健康体检合格#未做
./K

初步筛查直接

献血%干预组!健康体检均合格#$

$

&街头招募#近
$

周内睡眠不

足#饮酒和肝胆胃疾病)

$

*

%$

%

&团体招募#近一年内未献血的男

性)

%

*

%$

:

&以往有
./K

不合格史的#全部做
./K

初步筛查#

%

OA;

后显示结果#超过
*(e

为不合格+

/

!

结
!!

果

无偿献血者血液
./K

初筛前后对比#见表
$

+

表
$

!!

无偿献血者血液
./K

初筛前后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献血例次
./K

不合格例次
./K

不合格率$

7

&

时间
干预组

献血例次
./K

不合格例次
./K

不合格率$

7

&

%((6&$( %:8' $(% *&%6 %($(&$( %($4 %8 $&:*

%((6&$$ %$*' $%8 '&6% %($(&$$ %'$' 48 %&44

%((6&$% %$*( $$' *&88 %($(&$% %%*' '% %&:$

%($(&($ %$$6 %) $&:% %($$&($ %6*( %8 (&6%

%($(&(% $88' :6 %&% %($$&(% $:%( %$ $&'6

%($(&(: %8): $*8 '&%) %($$&(: %4%$ ': %&(%

%($(&(* %:$) 4% %&48 %($$&(* %4*6 :) $&*:

%($(&(' %('' '4 %&8: %($$&(' $)6* ** %&:%

%($(&(4 %*:8 88 :&$4 %($$&(4 %)84 '( $&8:

合计
%($*8 8': :&8*

合计
%$(84 :86 $&)

'

!

讨
!

论

无偿献血者实验室检测
./K

的不合格率如表
$

显示#在

开展初筛后$干预组&和未初筛时$对照组&比较#分别为
$&)7

和
:&8*7

#初筛后不合格率明显有所降低+但初筛
./K

不合

格人数较多#有资料显示为
$6&'87

)

:

*

#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做

好反馈及解释工作#劝其延期#以保留献血者再次献血%初筛

后#仍有
$&)7

的不合格率#这可能!$

$

&与检验人员对初筛操

作方法和结果判定的尺度掌握上存在问题%$

%

&不排除试剂方

面问题%$

:

&当穿刺较浅时#混入组织液及吸样量少均引起结果

偏低%$

*

&团体招募时未全部做
./K

初筛+

血液是人体生命的宝贵资源#充分利用好无偿献血者捐献

的血液#保证血液安全#减少血液浪费#采血前对无偿献血者进

行
./K

初筛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作者建议!$

$

&规范操作#特

别是要提高其对影响检验结果因素的关注度%$

%

&增加与实验

室检测的对比次数#减少误差%$

:

&团体招募时严格
./K

初筛#

杜绝部分不合格献血者献血+$

*

&做好献血过程中的保密工

作#确保献血者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提高血液安全+$

'

&采取

科学的全面质量管理#加强对献血者献血前的宣传及咨询指导

工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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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酶肌酐清除率比率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价值

程
!

云!李红燕"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
!

4'(('$

$

!!

"摘要#

!

目的
!

测定淀粉酶肌酐清除率比率!并将它与单纯的血尿淀粉酶测定进行比较和评价'方法
!

同时

测定健康人%急性胰腺炎患者%非急性胰腺炎患者的血尿淀粉酶%血尿肌酐的含量!并分别计算出淀粉酶肌酐清除率

比率"

QDO

&

Q0=7

$!进行比较和评价'结果
!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尿淀粉酶及
QDO

&

Q0=7

较健康人明显升高!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非急性胰腺炎患者虽血尿淀粉酶较健康人明显升高"

!

#

(&($

$!但
QDO

&

Q0=7

与健

康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淀粉酶肌酐清除率比率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意义!

并可消除诸多因素的影响!优于单一的血尿淀粉酶活性测定'

"关键词#

!

急性胰腺炎#

!

淀粉酶#

!

淀粉酶肌酐清除率比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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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

.X

&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目前国内仍采

用血尿淀粉酶$

.Cc

&测定来协助诊断#但其酶活力在
.X

患

者中升高的时间较短#同时在其他消化系统疾病也会出现一定

程度的升高#影响其特异性诊断#加之尿
.Cc

受尿液的浓缩

和稀释等影响很大#同一患者多次测定结果波动也较大#经常

出现临床诊断和实验结果不相符的情况+自
$646

年
/>BA??

等

提出用淀粉酶肌酐清除率比率$

QDO

"

Q0=7

&升高来诊断
.X

以来#许多学者相继证实了它的诊断价值+为进一步探讨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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