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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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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观察生化指标检测过程中可能出现测试项目间的交叉污染对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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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使用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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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叉污染试验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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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交叉污染试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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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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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均可明显影响其测定结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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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全自动生化仪

随机组合项目时!应注意项目位置的特别设置!某些项目检测数据异常!应预设清洗程序进一步清洗$对可能引起

结果改变的因素具体观察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为临床提供科学(准确的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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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发展迅速#具有多项目,多样本的处理

能力)但随着检测速度的不断提高#由于共用吸样针,试剂针,

搅拌棒以及比色杯#当生化仪长期使用致其清洗能力下降,比

色杯老化后引起吸附力增加,生化仪内污垢的积聚,测试顺序

安排不当#且常规清洗不能有效消除时#就会增加试剂间化学

污染的可能性#引起测定结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降低)在实际

工作中主要表现为某一项目的测定结果一直符合临床要求#一

段时间以后测定结果趋高或减低#并且日益明显(而单独测定

该项目时测值又合理起来)日常工作中往往是仪器评估没问

题#而用户使用时存有污染(质控品和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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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则不起作

用#质控往往在控(而试剂污染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每次都出

现)这就导致了判别此类污染的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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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常工作带来

极大的不便)因此避免试剂干扰对实验室检测系统交叉污染

的可能性进行实验性观察及研究变得十分必要)下面通过不

同的试验设计与试剂成份的分析来找出试剂携带污染可能带

来干扰的情况#进而检出存在交叉污染的检测项目#指导相应

的项目调整和交叉污染的避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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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仪器
!

a2:9Qa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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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征#中生北控#宁波美康#长春汇力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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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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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新鲜混合血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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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黄疸,溶血,脂

血的体检者血清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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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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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交叉污染试验方法
!

实验前先确认制水机水质处

于良好状态#然后用无水乙醇清洗试剂针,样本针,搅拌棒#用

有效氯清洗清洗机构管道#进行仪器维护后再进行反应槽换

水,系统清洗,光度计检查,杯空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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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时的测定值)受污染项目测定值与无污染测定值比较以

百分比偏差表示#大于本实验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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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杯携带污染实验原理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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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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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看似无序实则有序#并且每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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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启动测试都会按此顺序进行)对初试存在交叉污染的项

目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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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清洗反应杯,杯空白检测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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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测试为一组#如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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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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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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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待测试结束仪器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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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时#对受污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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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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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定)如此前
#

个
9

测试用过的反应杯视为污染杯#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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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反应杯
]

测试用过的反应杯为无污染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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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平

均值百分比偏差比较受污染杯测定结果超出本实验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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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视为存在反应杯携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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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试剂针,搅拌棒,反应杯携带污染的清洗程序设置

!

将上述确认为污染的项目#设计增加特殊清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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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清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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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

'对设定用水清洗后依然存在交叉污染的项目需再设

立碱性清洗液
a29+V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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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去离子水的

清洗实验#观察交叉污染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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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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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反应杯清洗方式后如仍存

在反应杯携带污染#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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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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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置施污染项目反应

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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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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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5?!

清洗#但如此会大大降低仪器的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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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试验数据以
IUE

和百分比表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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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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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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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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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针搅拌棒交叉污染初试结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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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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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项目连续四次测值的后
%

次平均值#视为无污染测定

值)

"̂

表示紧跟施污染项目后的受污染项目测定值)为了便

于观察我们以百分比偏差形式表达受污染项目的污染结果)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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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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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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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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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针,搅拌棒携带污

染相当严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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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初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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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确认试验结果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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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定值)结果显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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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Qab

间隔两个无污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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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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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依然存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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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确认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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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Z:E

"

Qab ..-, #$", -&,- -,". #/'# .,'# /%'&

h9

"

Qab ..-, .!!" .#&$ .&!" ,!'/ ,&'. ,-'/

Z:E

"

T9 !#. !,- !-% !/# ""#'" "$!'- ""!'"

Qa1+

"

:]9 %'& &'. %'/ %'# "&"'! "$!', "%-'"

:\

"

:]9 %'& &', %'# %'# "&&'" "$!', "&$

a0+

"

:\ "'!. !'"- "'%/ "'!, "/,'# "$$'- "/.'!

?'@

!

反应杯携带污染结果与消除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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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
!

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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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反应杯携带污染较试剂针搅拌棒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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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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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存在轻度污染&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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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能满足要求&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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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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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最严重但亦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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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满足
g<5=7

K

A>;

方法性能决定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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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杯携带污染与消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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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污染消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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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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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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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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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用

水清洗后试剂针搅拌棒的污染程度已明显降低#但果糖胺对胆

碱酯酶,三酰甘油对总胆汁酸的污染依然十分严重)改用碱性

清洗液清洗后所有交叉污染全部消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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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试剂针搅拌棒特殊清洗程序后污染结果

施污染杯"受污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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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交叉污染的存在直接导致仪器测定结

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降低#检验结果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患者

的疾病诊断和治疗#结果的可靠性越来越被临床医生,患者及

其家属重视)如何有效降低仪器交叉污染的程度保证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仪器的使用寿命)其交叉污染集中表

现在样本针,试剂针,搅拌棒和反应杯的携带污染上)解决方

法主要有调整试验项目顺序#或者通过增加冲洗次数和启用特

殊清洗来避免交叉污染*

"

+

)样本针,搅拌棒的携带污染可通过

无水乙醇擦洗解决)试剂针,反应杯的污染较难克服)其中以

比色杯污染最为严重#因比色杯最难以清洗干净#且在实际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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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难以判断该比色杯上一测试的项目(试剂针吸量较大#亦

难以清洗干净*

"

+

)作者通过对日立
-".$

交叉污染的研究#在

看似无序的测序中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成功地克服了于教授所

说的难以判断该比色杯上一测试项目的难题)为消除比色杯

的交叉污染找到了可行的解决办法)并且经研究发现日立

-".$

生化仪比色杯污染较试剂针,搅拌棒污染要轻)这可能

是因为大多仪器反应杯设定的是用水清洗#而本实验室所有反

应杯均设定
LA5?"

&碱性清洗液'清洗)对试剂间污染携带污

染通过设定试剂针反应杯的特殊清洗程序#水清洗可得到基本

解决)但果糖胺对胆碱酯酶,三酰甘油对总胆汁酸的污染试剂

针要用碱性清洗液清洗后方可消除)反应杯用碱性清洗液清

洗后
Z:E

对
Qab

的干扰依然存在
,[

但依据常用检验项目

决定水平处的分析质量要求基本满足临床需求)研究还发现

通过在施污染项目与受污染项目间加入无污染的项目来消除

试剂针,搅拌棒污染的方法对污染程度较轻的隔两到三个基本

可以消除#但对污染程度较重的
Z:E

对
Qab

至少要隔
#

个以

上无污染项目方可消除)在交叉污染实验初试中
h9

对
Qab

的疑似污染正是由于位于
h9

之后
Qab

与
Z:E

只隔了
!

个

无污染项目所致)此法只对测定按一定通道顺序的仪器适用#

对于试剂加样是由中控电脑根据最佳工作效率原理分配指令

的#仍可能造成施污染试剂和被污染试剂被加注顺序随机变化

而发生污染*

%

+

)如本科室用于急诊的仪器
]:%$$

#既无固定的

加样顺序#也无特殊的清洗程序#只能通过增加冲洗次数来减

少污染)对于携带污染最为严重的
Z:E

和
Qab

试剂均为长

春汇力生物技术公司生产#为此本院联系了公司#希望公司通

过调整试剂成分而达到彻底消除污染)

通过交叉污染初试与确认实验研究#本文发现了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对总胆汁酸存在污染#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

酸对总胆汁酸无污染)与各文献报道的确认
QV

对
:\

#

Qab

对
:\

#

Qab

对
Q8b

#

:T

对
07]4*

#

9+2

对
20a

和
9E:

对

+0a

(

a0+7Q

,

+0+7Q

对
h9

测定有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7/

+

)

另外以往文献中没有提到过!果糖胺对胆碱酯酶,前清蛋白#高

密度胆固醇对三酰甘油的污染试剂针用碱性清洗液清洗可消

除#这可能是由于试剂中化学成分复杂#各品种,各厂商的试剂

内含物均不同,方法学不同#加之仪器状况的独特性所致)

试剂间污染的原因很多#总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试剂

成分的直接污染!上一测定试剂中含有下一测定所需要测定的

物质#直接干扰下一检测的测定结果)本实验研究测定

Qa1+

和
:\

试剂中
:]9

具有较高含量)试剂成分参与反应

或反应进程相同!上一个试剂中含有的某种试剂成分与下一反

应所要测定的底物有作用#因而干扰下一反应的测定结果)上

一试剂所引导的反应对下一个项目的反应进程带来间接的干

扰#下一项目所测定的是前后两个项目反应的综合作用结果)

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三酰甘油测定最后一步反应均是底

物与过氧化氢和
&7

氨基安替比林在过氧化物酶的作用下生成

红紫色,红色色素#并且吸收波长分别为
/$$

,

#!$

)故
a0+7Q

会干扰
:\

测定结果增高)影响反应条件!上一测试影响下一

项目的反应条件如
I

a

等#从而改变反应速率)如
Z:E

对

Qab

的干扰#果糖胺的
9PT

缓冲液
I

a

值高达
"$'!$

而胆碱

酯酶反应需要弱酸性环境
I

a

值
/'$

!

/'#

#因
I

a

值的改变对

结果造成负干扰)果糖胺对前清蛋白的正干扰#由于试剂说明

书检验原理不详#无法探知确切干扰反应步骤#但笔者推测可

能是由于果糖胺试剂中的
S]:

&氯化硝基氮唑蓝'在前清蛋白

的反应进程中具有与叠氮化钠相似的作用加速的反应进程对

结果造成正干扰)

对于试剂间交叉污染问题#操作人员应熟练掌握仪器工作

原理,程序,性能#依照日立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工作

程序#测试一个标本的所有试验项目#再测下一个标本的顺序#

避免污染的可能)改变项目测试顺序#把受污染项目的通道号

调整到施污染项目通道号前面等方法#来避免检测项目间的携

带污染#精确安排各项目测定顺序后#不可随意更改*

-

+

)留心

观察平时异常不稳定项目结果#必要时进行交叉污染实验#判

断交叉污染项目及程度)尽量在不影响仪器测定效率的情况

下消除污染)对无法消除的污染必要时可通过更换试剂解决)

注意仪器的日常维护#在每天关机后用无水乙醇擦洗样本针试

剂针和搅拌棒#定期用
#[

的有效氯清洗各清洗槽及清洗机构

的废液管道#注意空白杯报警#必要时更换反应杯等部件)日

立仪器厂商严格规定比色杯使用
%

个月后必须更换新的反应

杯*

.

+

#而本科室在进行携带污染试验时反应杯的使用已长达半

年之久#并无明显携带污染存在)事实证明加强仪器的维护保

养可有效提高仪器部件的使用寿命)

综上所述#生化分析仪检测中携带污染问题普遍存在#且

相当严重又不尽相同#各实验室应高度重视#对可能引起结果

改变的因素具体观察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科学的解

释测定结果#为临床提供科学,准确的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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