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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标本稀释液对直接化学发光法检测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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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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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该研究通过对稀释液产生的基质效应进行分析!以期为游离甲状腺素"

!"#

#选择适当的稀

释介质$稀释方法提供依据%方法
!

收集
!"#

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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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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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组"

''()

!

%$$(&

*

+,-

&

.

#$

!"#

中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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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各
%&

例%分别使用
&(/0

氯化钠溶液$蒸馏水$

%&0

牛血清
1&(/0

氯化钠溶

液$

%&0

牛血清
1

蒸馏水作为稀释介质进行手工
'

倍"

%2%

#及
#

倍"

%23

#稀释后测定
!"#

水平!并与未稀释标

本的血清
!"#

检测值进行比较%结果
!

中$高值
!"#

标本使用
&(/0

氯化钠溶液或蒸馏水作为稀释液进行
'

倍稀释与直接测定值差异最小"

!

$

&(&$

#%结论
!

该研究推测!对于
!"#

超过检测上限的血清标本可使用

&(/0

的氯化钠溶液或蒸馏水对标本进行
'

倍稀释%

关键词"游离甲状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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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内分泌

激素的测定#以游离甲状腺素$

!"#

%测定为例#本实验

室所使用的西门子
M<9=8E?NO

化学发光分析仪的检

测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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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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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能满足大部分临床需要#

但部分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

水平明显升高#已超

过检测上限'为使检验结果能够准确反映患者真实

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为临床治疗效果评价提供更为准

确的依据#有必要对于
!"#

水平超过检测上限的标本

进行稀释'如果要得出真实(有效的结果#选择适当

的稀释液及稀释方法尤为关键)

%7#

*

'若本研究选取超

出检测上限的标本进行测定#便无法获得该标本的直

接测定值#稀释后的结果准确与否无从判断'鉴于以

上原因#本研究选择于本院进行
!"#

测定的血清高值

和中值标本进行稀释试验#通过对稀释液产生的基质

效应进行分析#以期为
!"#

检测选择适当的稀释介

质(稀释方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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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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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于本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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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血清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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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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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为西门子公司
M<9=E8?

NO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试剂为该仪器配套检测

!"#

试剂'采用
UVW746X

质控品$批号
#&3%&

%对本

试验检测项目
!"#

试剂盒进行批内质控#该质控品
3

个水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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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平的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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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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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配制
!

由于西门子公司未提供配套稀释

液#且无
&

水平的定标液#根据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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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和实

际工作经验#本实验室自行配制以下稀释介质!$

%

%

&(/0

氯化钠溶液$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蒸馏水$医院自制%&$

3

%

%&0

牛血清$广州晶欣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0

氯化钠溶液#牛血清与氯化钠的

体积比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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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牛血清
1

蒸馏水#牛血清与蒸

馏水的体积比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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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试验
!

将收集到的
'&

例血清标本分别

以
&(/0

氯化钠溶液(蒸馏水(

%&0

牛血清
1&(/0

氯

化钠溶液(

%&0

牛血清
1

蒸馏水作为稀释介质进行手

工
'

倍$

%2%

%及
#

倍$

%23

%稀释后测定
!"#

#同时测

定未稀释的血清
!"#

值$直接测定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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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O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KZ: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

对
?

检验#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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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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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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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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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组和中值组中使用
&(/0

氯化钠溶液
'

倍稀释和蒸馏水
'

倍稀释测定结果与直接测定值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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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0

氯化

钠溶液
#

倍稀释(蒸馏水
#

倍稀释(

%&0

牛血清
1

&(/0

氯化钠溶液
'

倍稀释和
#

倍稀释(

%&0

牛血清
1

蒸馏水
'

倍稀释和
#

倍稀释结果与同组直接测定值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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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血液循环中未与血浆蛋白结合的甲

状腺激素#具有代谢活性#也是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3

%的前体#在循环中以游离形式存在'

!"#

的水平

与甲状腺的功能相关'在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甲状腺

功能亢进的患者体内#

!"#

水平与总甲状腺素$

""#

%

一般平行发生变化'在健康个体体内#甲状腺结合球

蛋白$

"U[

%的水平相对稳定#但在某些条件$如!正常

妊娠或接受甾体类激素治疗%下#

"U[

水平则可能发

生变化#

""#

受到
"U[

水平变化的影响#无法真实反

映患者甲状腺功能'准确测定这类患者
!"#

水平显

得尤为重要)

%&7%3

*

'

西门子公司
6XRV6M<9=8E?

的
!"#

检测法是使

用直接化学发光技术的竞争性免疫分析法#基质效应

会影响测定的准确性'本研究也证实了不同稀释介

质产生的基质效应会对检测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选用临床工作中常用的
&(/0

的氯化钠溶液或

蒸馏水作为稀释液#为了模拟血浆中的胶体成分#还

选用了
%&0

牛血清
1&(/0

氯化钠溶液和
%&0

牛血

清
1

蒸馏水作为稀释液#稀释结果表明#中(高值的

!"#

标本使用
&(/0

氯化钠溶液或蒸馏水作为稀释液

是合理可行的#而使用
%&0

牛血清
1&(/0

氯化钠溶

液和
%&0

牛血清
1

蒸馏水的稀释结果均与直接测定

值偏差较大'这可能和牛血清与健康人血浆蛋白成

分差异较大有关'此外#使用
&(/0

氯化钠溶液
#

倍

稀释或蒸馏水
#

倍稀释标本结果也与直接测定值差

异较大#提示稀释倍数不宜过大#以
'

倍为宜'此外#

根据文献)

%#

*报道#当标本存在异嗜性抗体的干扰

时#即使使用合适的标本稀释液和稀释倍数也可能无

法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

本研究推测#对于
!"#

检测结果超过检测上限的

标本#可使用
&(/0

的氯化钠溶液或蒸馏水对标本进

行
'

倍稀释'该方法简单(经济#且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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