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循环酶法测定同型半胱氨酸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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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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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循环酶法测定同型半胱氨酸方法进行临床评价%方法
!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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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案对循环酶法同型半胱氨酸测定方法进行了精密度&线性和抗干扰试验评价%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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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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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精密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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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范围(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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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呈线性%胆红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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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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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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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对试验无明显的干扰!干扰相对偏差小于
46

%血红蛋白在
&9'

,

#

Q

内!干扰偏差小于
93(6

%结论
!

循环酶法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试剂盒在测定精密度&线性范围&抗干扰等方面的性

能可以满足临床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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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的参考方法是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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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操作复杂#耗时且费用较高(用于实验研究的

方法是离子色谱法与毛细管电泳法#临床上较少使用(常用方

法是酶联免疫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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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操作方便*快捷*重复性

好#但是大部分操作仍需要手工操作#不适合临床大批量标本

同时测定)目前运用较多的是循环酶法测定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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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很容易自动化#且测定的时间缩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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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且可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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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常规应用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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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条件#在
5)''0'('

分析仪上对该项目进

行测定#其测定时间短*灵敏度高#为进一步了解该方法的特

点#本研究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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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

价方案对该方法进行了评价#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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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

)9

岁)

$3'

!

仪器
!

日立
5)''0'('

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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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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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类型!两点终点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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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
!

基于小分子捕获技术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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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苷同型半

胱氨酸水解酶在
!$PY

作用下#氧化型同型半胱氨酸转化为

游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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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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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价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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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苷甲硫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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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反应形成蛋氨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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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苷同型半胱

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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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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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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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酶水解成腺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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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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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循环加入反应#从而放大了检测信号#生成物腺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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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水解为次黄嘌呤和氨#氨在谷氨酸脱氢酶的作用

下#使
T8V%

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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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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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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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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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的梯度值#在仪器

上以低值到高值和高值到低值分别测定求得两次算术平均值#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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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理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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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测定

值进行回归分析#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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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均无显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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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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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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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一次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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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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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每日上下午各测
&

次#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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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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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物试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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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Q

% 干扰偏差

!W :3'NN;>

"

Q (43: e&3976

%M &9'

,

"

Q (*37 e93&)6

a+Q 5''

$

N;>

"

Q (439 e(35:6

抗坏血酸
*'N

,

"

KQ (93: (3*:6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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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批内小于
*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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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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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混合%用本法双份平行测定#其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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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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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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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酶法测定
9'

例健康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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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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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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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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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婉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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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涛和秦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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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相符合)其医学决定

水平#临床医生应根据实验结果*临床资料及其他检查综合分

析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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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分析#结果显示其反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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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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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将标本用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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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稀释#其结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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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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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上设置#自动稀释重做标本#结果自

动计算乘以稀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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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收集中的添加物如抗凝剂*稳定剂*防腐剂*

反应容器和加样器的污染影响实验本身的反应%会使其特异性

下降#过低又会使反应中产生的乳浊物过低#导致结果重复性

下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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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中#分析方法的选择应包括如下考虑!$

&

%准确

性#标本中几乎都存在多种潜在性干扰如抗坏血酸*胆红素*溶

血*高脂*抗凝剂*稳定剂*防腐剂*反应容器和加样器的污染

等#本法测定采用双吸光度#能有效的消除这些干扰#其回收率

为
&'&3(6

)$

(

%微量#在
5)''0'('

分析仪上血清用量只需
)

$

Q

#外周血有
&NQ

左右即可)$

*

%分析迅速*精密度高#本法

完成一次测试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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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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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干扰性#由于客观原

因#本研究仅选取了临床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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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试剂盒具有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另外#使用氨甲蝶呤*卡马西平*苯妥英

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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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尿嘧啶苷等药物治疗的患者#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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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水

平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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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研究中#作者将进一步评价这类药物对该

试剂盒测定结果的影响#以对该试剂盒性能进行更加全面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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