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泄漏+如果只有一个电极受到影响#检查该电极+如果所有的

电极均受到影响#检查参比电极+

/#)

!

屏幕显示
!"

%报警符号!

Q:;

-

68;::@@6@!

+原因!流路

被污染%电极被污染#或者使用时间太长+解决办法!执行
d0

<7J7<

N

"

X/78<:8/8A:

中的
K+.

的
+

N

;<:C /̂;>

%运行
!%

份高质

量的标本%更换新的定标液+

/#.

!

屏幕显示
!"

%报警符号!

Q:;

-

68;::@@6@"

+原因!流路

被污染%电极被污染#或者使用时间太长+解决办法!执行
d0

<7J7<

N

"

X/78<:8/8A:

中的
K+.

的
+

N

;<:C /̂;>

%运行
!%

份高质

量的标本%更换新的定标液+

/#Q

!

屏幕显示
!

.

"

%报警信号!

+J6

-

:3I86@C/J

+可能的原

因!电极使用时间过长%

26D

"

F7

=

>

标准液的位置放错了%标本

探针被堵住+解决办法!更换新电极%正确放置标准液%用细针

疏通并冲洗标本探针+

'

!

讨
!!

论

K+.5%%

的检测应用的是间接法$标本稀释后检测&

)

!

*

+对

于电极使用的理想状态是最低的保养频率#最低的定标频率#

却能够保证最好的质控结果以及使用状态+通过以下办法可

提高电极使用寿命及稳定性!$

!

&提高标本的质量!标本质量影

响电极膜和电极测量池的清洁度#提高标本质量可减少电极清

洁频率!含凝胶促凝管使用中离心处理不当将使凝胶颗粒附着

在电极表面#影响电极的敏感性)

"0(

*

+$

"

&使用低电导率的无菌

水+$

(

&不要将旧的,没用完的试剂残余倒入新的试剂瓶中+

$

&

&电极在保养完成之后#严格按要求进行活化处理+$

$

&在使

用条件保证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延
K+.

保养的时间间隔+

因为频繁的保养程序会降低电极膜的敏感度+

K+.5%%

模块作为
QP,F.

生化分析仪的一部分#其运行

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生化仪整体的状态+电极检测不同于

光学部分#受多种因素制约#电极本身的稳定性和寿命也有

限)

&

*

#熟悉报警内容,及时解决问题#以及恰当和适时的维护保

养会使电极寿命增加#电极处于稳定状态#这样既可以提高检

验的整体质量及速度又可以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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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凝测定是临床血栓和止血分析中最重要的筛选试验+

目前#随着止血与血栓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和现

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其检测技术日益先进和自动化+其中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自动凝血仪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临床

血栓与止血疾病的诊疗预后提供了多项实验指标#也使得实验

室的工作效率和测定结果快速,准确+但是#如果对血凝分析

仪的影响因素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相应对策#稍不注意就会出现

各种问题#使检测结果与真值出现偏差#本文就影响血凝分析

的因素及对策作如下初步探讨+

目前血凝仪检测血凝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

&生物化

学法$以酶学方法为基础&%$

"

&免疫法$抗原抗体法&%$

(

&干化

学法#用于床边血凝分析%$

&

&超声分析$凝固过程利用石英传

感器的发射波变化测定&%$

$

&生物化学法$凝固法&凝固法常用

的几种方法!电磁法,磁珠法,光学法+

其中光学法是目前应用较广的一种方法+其原理是通过

透射比浊法和散射比浊进行测定#现就此方法基础上对影响因

素及注意点进行探讨+

$

!

受检者因素

$#$

!

生理及环境变化
!

身体剧烈运动,振荡及紧张可使因子

.

,纤维蛋白原$

WK1

&升高#月经期纤溶活性增高+

$#/

!

饮食等引起变化
!

高脂肪食物造成血脂高#乳糜血浆影

响终点结果判断#三酰甘油能抑制纤溶活性#酗酒可致凝血酶

原时间$

L*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3L**

&延长+

$#'

!

药物影响
!

口服避孕药可增加血凝活性#降低纤溶活性%

口服抗凝剂抑制血凝机制#因子
(

,

3

,

5

#导致这些因子含量

下降#凝血功能受到影响+

$#1

!

各种疾病导致溶血#黄疸#脂血都可干扰结果准确性#红

细胞含有磷脂#标本溶血后其红细胞碎片上的磷脂具有与血小

板
-

因子$磷脂&相似的凝血活性#这种磷脂能缩短溶血血浆的

3LL*

值+另外黄疸过高散射光强度增加#凝血时间过长+

/

!

标本采集影响

/#$

!

标本正确性和代表性
!

采血前需确认患者姓名,性别,床

号+采集宜在早晨患者静息状态下空腹静脉血+采血不得在

输液同侧进行+

/#/

!

采集器材
!

使用塑料或硅化的注射器#提倡使用真空采

血管+

/#'

!

取血时患者应放松#止血带不要扎得太紧#时间不得超过

$C78

#压力大时间长影响局部血液浓度和内皮细胞释放组织

纤溶酶原激活物#引起纤溶活性增强和血小板释放反应及某些

因子活性增加+

/#1

!

取血时#速度慢而均匀#采血后拔掉针头#沿管壁将血液

注入试管#轻轻颠倒混匀#避免用力振荡而破坏凝血蛋白+全

过程防止气泡产生#泡沫可以使纤维蛋白原#因子
2

#因子
3

变

性#采血不畅可致组织液混入使凝血因子激活#造成
3L**

等

时间缩短+

/#2

!

采集好的血要加塞#防止二氧化碳丢失#

-

F

增高#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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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3L**

结果延长+

/#)

!

标本应该放在低温保存#采血后血液在室温放置时间不

能超过
&>

#防止
2

因子和
3

因子的活性下降+标本分离应在

(%%%@

"

C78

离心
!%C78

#离心时间过短影响结果准确性+

'

!

抗凝剂及试剂的选择

'#$

!

根据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国际血栓与止血委员会

推荐使用
!%5CC6J

"

2

$

("#%

=

"

2

&的枸橼酸钠作为凝血因子检

查首选抗凝剂+草酸盐与钙形成不溶性的沉淀物#影响测定的

光电终点观察+肝素可与
3*0

-

作用抑制许多凝血反应+乙

二胺四乙酸能抑制或干扰纤维蛋白凝块形成时纤维蛋白单体

的聚合#对
2

因子保护性差+

'#/

!

检测血凝使用的试剂必须三证齐全#试剂#仪器符合国家

标准+试剂准备过程应注意使用离子水#

-

F)#%

!

4#%

+试剂

质控品溶解不当+如果
-

F

值偏高#达不到适当的缓冲#会使

凝固时间延长+含有保护剂,抗生素,抗体或其他添加剂的水

不能用于试剂的复溶剂+复溶时稀释液的加量力求准确#试剂

复溶后要注意其有效期及稳定实效+

'#'

!

抗凝剂与血的比例为
!_5

#当患者红细胞压积大于
$$O

或小于
"%O

时#要调整抗凝剂的比例)枸橼酸钠的体积
]

%#%%!'$̀

$

!%%jF,*

&*#抗凝剂过多或血量不足都可使结果

假性延长+

1

!

检测的操作及结果分析

1#$

!

首先检查仪器的光源#温度#电压等是否正确#检测前要

仔细检查所有试剂,缓冲液及标本是否有沉淀,污染等现象#发

现问题应及时更换+检查血浆是否有凝块#溶血#黄疸或者脂

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对半自动血凝仪最好做双份测定#同时

注意测定时的手法及加样的准确性#其加样顺序和预温时间对

测定结果都有一定影响+

1#/

!

每次检测前先应检测参比血浆或者质控血浆以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建立本实验室的质控范围+定期校正标准曲线+

1#'

!

对检测结果异常者必须复查#有疑问时首先与临床取得

联系+

1#1

!

各种原因导致的有出血倾向的患者其检测结果要结合疾

病本身因素及抗凝药物的使用情况#以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检

验项目共同分析#不能仅以血凝分析为依据+对一些患者血液

处于高凝或低凝状态#此时分析结果一定要结合患者病情进展

程度综合分析+

总之#随着近年来血栓与止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及临床

应用的不断推荐#检验人员素质的提升#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

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信其血凝检测将会有新的进展#在临床诊

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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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鼠强中毒是急诊科常见病#发病急#病程短#如不及时抢救

治疗#会立刻导致患者死亡)

!

*

+本文通过两例实例说明大剂量安

定及大量温盐水洗胃治愈毒鼠强中毒的临床疗效+大剂量安定静

脉推注及静脉滴注#同时大量温盐水洗胃)

"

*

+大剂量安定及大量

温盐水洗胃治疗毒鼠强中毒症状缓解快#恢复快)

(

*

+大剂量安定

及大量温盐水洗胃治愈毒鼠强中毒疗效可靠+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病例
!

!女性#

&$

岁#已婚+患者以.昏迷#抽搐
!>

/代主诉

收住院+患者于当日与家人吵架后#自服.三步倒/鼠药
"

包#

服后
&

!

$C78

即出现四肢抽搐#牙关紧闭#颜面发绀#口吐白

沫#呼之不应#抽搐频繁发作+既往无抽搐史#无癫痫史+查

体!血压
5$

"

&$CCF

=

$

!CCF

=

]%#!((aL/

&#中度昏迷#不

断抽搐#抽搐持续时间
&

!

$C78

#间隔
!C78

左右+抽搐发作

时牙关紧闭#颜面紫绀#口吐白沫#四肢呈痉挛状+双侧瞳孔等

大等圆#直径约
"CC

#对光反射迟钝+颈硬#气管居中+双肺

呼吸音粗#有广泛性痰鸣音#心率
!"%

次"
C78

,律齐+诊断!重

度毒鼠强中毒+入院后首先静脉注射安定
"%C

=

#用
$O

葡萄

糖注射液$

M+

&

$%%C2

联合安定
'%C

=

静脉滴注#并调节滴

数#以不出现抽搐为准#然后用
&%%%%C2

温盐水$每次
$%%

C2

&反复,彻底洗胃#洗胃过程中患者出现点头呼吸#立即在液

体中加入呼吸兴奋剂可拉明,洛贝林各
(

支#呼吸逐渐平稳#洗

胃结束+患者仍处于昏迷状#给予静脉滴注
"%O

甘露醇
"$%

C2

#地塞米松
"%C

=

#速尿
"%C

=

#纳洛酮
"#%C

=

等#

!>

后患者

出现躁动不安#观察
$>

仍未消失#即给予静脉注射冬眠
!

号
!

支+患者逐渐安静下来#当晚神志逐渐清醒#生命体征平稳#第

"

天完全清醒#一般输液后于第
$

天出院+

病例
"

!男性#

((

岁#已婚#农民+以.昏迷#抽搐
">

/收入

院+患者自服.一闻死/鼠药
!

包#服后立即出现四肢抽搐#牙

关紧闭#口吐白沫#白沫中有红色血液#呼之不应#大小便失禁#

">

后送入本院+既往无抽搐史+查体!体温
($Z

#脉搏
!!%

次"分#呼吸
(%

次"
C78

#血压
!$%

"

5%CC F

=

#呈中度昏迷状#

四肢呈持续性痉挛状#牙关紧闭#口吐白沫#白沫中有少量血

液+双侧瞳孔等大圆形#直径约
!CC

#光反射无+颈硬#双肺

呼吸音粗#充满痰鸣音#心腹无异常#病理反射未引出+诊断!

重度毒鼠强中毒+入院后先静脉推注安定
"%C

=

#抽搐未停

止#继又静脉推注安定
(%C

=

#待抽搐停止后立即洗胃#每次

$%%C2

温盐水#共用温盐水
&%%%%C2

#同时建立静脉通道#

用
$OM+$%%C2

联合安定
$%C

=

静脉滴注#调节滴数#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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