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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参比系统不存在基质效应!其他项目至少有一个水平存在基质

效应!

+1@%

校准包中所有项目至少有一个水平存在基质效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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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检测中由仪器校准品基质效应造成不

同系统间结果的差异是不能忽视的!应尽量减少基质效应带来的影响$通过定期开展不同仪器间比对是减少其影

响的手段之一!也是实验室标准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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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是相对传统湿化学分析而言的#即将所需分析

试剂全部固化在多层复合膜上#分析时只需将少量待检样品加

在膜上即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由于其具有优异的抗干扰能

力#操作简便#可满足急诊标本检测#因此干片式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普遍存在于各大医院检验科#而本科室所用的强生

V1@8/Y7RY1/&$9!

全自动干片式生化仪便是其中的代表

机型+但由于方法学差异导致所测急诊项目结果与传统水化

学测定的结果产生差异#究其原因#校准品的基质效应是不可

忽视的一环#尽管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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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全封闭系

统#具有良好的溯源性#但其校准品为粉剂非新鲜血清#校准前

需用配套溶剂溶解#因此基质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本课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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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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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效应早期是在酶活力测定中用人工制备的参考物质

时发现的#是指检测系统检测样品中的分析物时#处于分析物

周围的所有非分析物质对分析物参与反应的影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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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测定分析物的能力的干扰+产生基质效应的原因与以下
.

个主要因素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仪器的设计,试剂的组成成

分,测试方法的原理,质控材料的组成及处理技术等#可见基质

效应在酶法分析及免疫化学分析中普遍存在#其对测定结果准

确性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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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新鲜患者标本不存在基质效应#但校准品,室内质控

品和室间质评品在制造过程中其理化性质发生改变#其基体与

人源性的血清不同#在检测中产生的基质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有人曾对室内质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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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干化学系统使用配

套试剂,校准物,质控物均形成一个完整的检测系统#具有较好

的量值溯源性能#其校准品产生的基质效应鲜有报道#而本研

究恰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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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影响#并不是说没有基质效应#而是基质效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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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两个项目带来的差异刚好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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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区间曲线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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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化学与水化学两个系统间造成的结果差异可以忽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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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着一个或两个水平的基质效应影

响#提示对应某个水平上的基质效应影响是不能忽略的#检验

人员在日常检测工作中就要引起注意#当然除了校准品的基质

效应外#还有质控品,试剂,操作人员等因素造成这两个系统间

的结果差异+然而由校准品基质效应带来的差异却是方法间

差异的根本原因#要减少校准品基质效应带来的影响#通过定

期开展不同仪器间比对是减少其影响的手段之一#也是实验室

标准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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