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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使用快速
*

反应蛋白"

*4a

#测定仪时!在全血模式下!红细胞比容"

b*D

#对结果的影响!并初步探讨校

正方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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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乙二胺四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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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的全血!配制两组
b*D

系列梯度的标本!用快速
*4a

测定仪测定其
*4a

水平!同时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其
b*D

!探讨
b*D

对全血
*4a

水平的影响'"

.

#检测
&.'

例患者的血液标本!每例患者同时测定

其
b*D

%快速法测定全血
*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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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血清
*4a

"作为参照检测系统#!以后者为因变量%前两者为自变量做线性回

归!推导校正公式'"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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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b*D

处于不同范围的标本验证校正公式$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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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
*4a

水平与
b*D

值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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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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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的全血
*4a

水平和
b*D

值推导出的校正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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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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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显示!校正前全血
*4a

水平与参照结果无一致性!而校正后则一致性很

好$结论
!

b*D

值显著地影响全血
*4a

测定结果!有必要对全血模式下测定的
*4a

结果结合
b*D

进行校正!以使结果更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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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4a

%是一种能与肺炎链球菌
*

多糖反应的

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4a

除了常被用于

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鉴定外#在机体防御'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

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

)

*

*4a

的检测方法众多#目前应用

最为广泛的技术为免疫比浊法$包括透射比浊和散射比浊%

(

1

)

*

为了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检测报告#快速全血
*4a

检

测系统被日益广泛使用(

9

)

*它虽具有检测周期短'操作简单等

优点#但由于使用全血标本加样#最终结果需转化为血清或血

浆
*4a

*而红细胞比容$

b*D

%高低决定了单位体积血液标本

中血清或血浆的水平#从而影响
*4a

的最终结果*由于多数

实验室并未就
b*D

水平对全血
*4a

测定的影响进行关注并

采取校正措施#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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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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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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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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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就诊的
&.'

例患者#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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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1C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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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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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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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分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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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蛋白分析仪'

深圳国赛
$E

?

I"<>=aGN"

特定蛋白分析仪$

a5*D*4a

分析仪#

速率散射比浊法%#以及
,

M

"AEY8$.'''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及各自配套检测试剂#测定血清
*4a

水平'全血标本的
*4a

水平'

b*D

值*

$@'

!

方法
!

实验前对所用检测仪器进行维护保养并确保室内

质控数据在控*

$@'@$

!

b*D

对全血标本
*4a

水平测定结果影响的初步探索

!

分别留取两例患者同一时间抽取的两管乙二胺四乙酸$

0#/

D%

%抗凝全血#室温下自然沉降
.I

后分离血浆#并收集剩余

血细胞混匀*以血细胞与血浆不同比例$

2d&

'

Bd&

'

9d&

'

1d&

'

(d&

'

.d&

'

&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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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d1

'

&d9

'

&dB

%配制
&(

份血液标本$每份标本
.''

#

+

%#分别测定
b*D

'全血
*4a

水

平#并以直线回归的方式探索
b*D

值和全血
*4a

测定结果的

关系*

$@'@/

!

全血
*4a

校正公式的推导
!

同一时间收集
0#D%

抗

凝全血及非抗凝血标本各
&

管#每例患者同时测定其
b*D

'快

速法测定全血
*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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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血清
*4a

$作为参照检

测系统%#以后者为因变量'前两者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推导

校正公式*

$@'@'

!

校正公式有效性的验证
!

随机选取
9'

例患者#分别测

定其
b*D

值'全血标本的
*4a

及血清
*4a

水平#然后把

b*D

和全血标本
*4a

水平带入
&@(@.

中校正公式#得到校正

后的全血
*4a

水平*再分别比较校正前后全血
*4a

水平与

参照检测系统结果的一致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C@'

进行数据处理*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
DVE

表示*

b*D

对全血
*4a

测定的影响#

以及以
b*D

和全血
*4a

水平为基础校正公式的推导分别采

用单变量和双变量直线回归进行分析*经校正公式校正前后

的全血
*4a

水平分别与参照检测系统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使用
:G>K!/%G<A>K

分析法*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b*D

对全血标本
*4a

水平测定结果影响的初步探索
!

按
&@(@&

方法所得到的两组标本信息见表
&

*以全血
*4a

水

平与
b*D

值作散点图#显示二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两组

数据分别经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

&

^((@'1U

'@(.97

&

$

<

&

^U'@C)9

#

!

'

'@'9

%#

&

.

^B'@(1U'@B27

.

$

<

.

^

U'@C2C

#

!

'

'@'9

%*由此可见#全血
*4a

水平随着
b*D

值

的增加明显降低#反之亦然*

表
&

!!

两组标本基本信息描述

分组
*

血浆
*4a

水平

$

A

O

"

+

%

b*D

值

$

DVE

#

`

%

全血
*4a

水平

$

DVE

#

A

O

"

+

%

第
&

组
&( &C@' ()@2V.'@) .'@9VB@C

第
.

组
&( ((@1 ((@)V.&@& (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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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对全血
*4a

检测结果校正公式的推导
!

以
&.'

例

标本$标本信息见表
.

%所对应的
(

个变量$因变量!血清
*4a

水平&自变量
&

!全血标本的
b*D

值&自变量
.

!全血标本的

*4a

水平%为参数#采用双变量线性回归的方法推导校正公

式*最后得到的校正公式为!

*4a

校正
^1C@(_b*Dc'@)1_

*4a

全血
U&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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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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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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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公式的验证
!

共
9'

例标本#其校正前后全血
*4a

水平$标本信息见表
(

%分别与参照系统
*4a

水平的可比性或

一致性#使用
:G>K!/%G<A>K

法进行分析*即分别计算校正前

或校正后
*4a

水平与参照系统
*4a

水平的差值$

#-ee

%及均

数#用单样本
=

检验比较
#-ee

值是否接近零$

!

%

'@'9

%'

#-ee

是否随
*4a

水平的均数有系统性变化$线性回归时
!

%

'@'9

表示无系统变化%#以及其超出
#-ee

的
DV&KCBE

标本例数是

否小于
9̀

*当同时满足
#-ee

接近零'

#-ee

不随均数有系统

性变化#以及超出
#-ee

的
DV&KCBE

标本例数小于
9̀

这
(

个

条件时#认为结果具有一致性*结果显示#校正前全血
*4a

结

果与参照系统结果不具有一致性$线性回归分析时
!

'

'@'9

#

不满足
!

%

'@'9

%而校正后具有一致性#见表
1

*

表
.

!!

入组
&.'

例标本
b*D

值及
*4a

水平等信息

参数 最小值
!

.9

均值 中位数
!

29

最大值

b*D

值$

`

%

2@& .B@2 (9@& ((@. (2@. B9@&

*4a

水平$

A

O

"

+

%

'@9 &B@. 9(@C 19@) B1@. .C2@'

!!

注!

!

.9

第
.9

百分位数&

!

29

为第
29

百分位数

表
(

!!

入组的
9'

例标本
b*D

值及
*4a

水平等信息

参数 最小值
!

.9

均值 中位数
!

29

最大值

b*D

值$

`

%

2@9 .)@1 () (B@B 9.@B B1@9

*4a

水平$

A

O

"

+

%

'@2& &&@1 (B@) .)@) 1(@& .&(@B

表
1

!!

校正前&后全血
*4a

结果与参照系统血清
*4a

!!!

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 9̂'

%

项目
单样本

=

检验

= !

百分比

$

`

%

线性回归

L

.

!

校正前全血
*4a

与

血清
*4a

比较
&@&9. '@.91 1@'' '@B(C

'

'@'9

校正后全血
*4a

与

血清
*4a

比较
U'@(C& '@BC2 1@'' '@&CB '@&12

!!

注!百分比为
#-ee

处于
DV&KCBE

之外的标本数占总标本数的百

分比

'

!

讨
!!

论

!!

快速
*4a

检测系统由于使用全血标本#从而使出具检验

报告的周期大大缩短*由于
*4a

主要存在血浆或血清中#使

用全血检测
*4a

水平时#

b*D

值决定了单位体积全血标本中

血浆或血清的水平*当
b*D

下降时#在加入固定体积全血标

本的前提下#导致实际参与测定反应血浆或血清量相对增加#

而使检测结果高于真实水平#反之亦然(

B

)

*本文使用两组

b*D

系列梯度的数据#非常直观地显示了利用全血直接测定

时#

b*D

对
*4a

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
&.'

例标本的
b*D

值'全血
*4a

水平及经参照系

统测定的血清
*4a

水平为基础$均为实测值%#经双变量线性

回归得到了校正公式$

L

.

'̂@CC&

%#如此高的拟合度不但表明

b*D

与全血
*4a

水平关系紧密#同时也说明本文推导校正公

式的科学性*在临床实践应用中#不同检测原理'不同厂家等

多种快速
*4a

全血检测系统被广泛应用*某些检测系统使用

全血进行
*4a

水平的检测过程中#会假定
*4a

水平与血浆量

$

&Ub*D

%成比例关系#通过公式!参照仪器测定
*4a

结果"

最佳理论血浆比例
^

全血
*4a

结果"实际血浆比例#来确定其

校正公式的最佳理论
b*D

(

2

)

#从而得到
b*D

对全血
*4a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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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公式*这一方法是否受仪器
*4a

检测线性范围等因素的

影响#还需进一步论证*与其他校正公式的推导方法相比#本

研究采用相对较大的样本量'基于各种参数的实际测定值推导

了校正公式#而且拟合度非常高#说明本方法更为科学合理*

应用
9'

例全血标本对校正公式进行验证显示#校正后的

结果与作为参照方法的
-66%S0)''

检测结果具有很好的一

致性#而未校正结果则与其不一致*

-66%S0)''

特定蛋白

分析仪是封闭检测系统#其准确性可以溯源到
:*412'

#是公

认的'性能比较好的
*4a

检测系统(

)

)

*故本文选择其为参照

检测系统能够保证较高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本文在进行

一致性检验时#使用了
:G>K!/%G<A>K

分析法(

C

)

#此方法同时考

虑了检测过程中的随机误差及系统误差#是非常严格的一致性

评价方法*本文得到的校正后结果与参照检测系统
*4a

结果

具有一致性的结论#也说明本研究得到的校正公式具有很好的

校正能力*

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
b*D

明显升高或降低的标本#如脱

水'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和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等导致的
b*D

升高#以及各种贫血等造成
b*D

显著降低的情况*对这些标

本#除了可以采取上述方法实时校正外#还可以测定其血清或

血浆
*4a

水平作为最终依据*另外#由于不同海拔地区'不同

人群
b*D

的分布范围存在差异(

&'

)

#加之各实验室所用的检测

系统不同#故应该建立适合各实验室的校正公式#以保证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及与其他检测系统结果的可比性(

B

#

&&

)

*当然#本

实验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入组的样本量不够多#没有涵盖非常

大范围的
b*D

和
*4a

水平#故本实验得出的数据不宜直接应

用于临床#需加大样本量对此科学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鉴于
b*D

值对全血
*4a

水平具有非常显著的

影响#临床实验室需使用校正公式对全血
*4a

检测结果进行

实时校正#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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