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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样品中存在的一些内源性干扰物"结合胆红素'溶血血红蛋白及乳糜$对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2

$检测结果的干扰%方法
!

选取双抗体夹心法'竞争法'捕获法'间接法
?

种
.+-,2

中具有代表性的
?

个

项目!采用实验添加法将结合胆红素'溶血血红蛋白及乳糜
'

种内源性干扰物添加到新鲜混合血清中配制成极限浓

度"结合胆红素浓度为
'??

"

:C8

(

+

'溶血血红蛋白浓度为
?#0%

O

(

+

'乳糜为
!?$&bB>

$样品与正常对照组!共
"?

组

同时检测!并对检测结果吸光度"

2

值$进行差异分析%结果
!

上述浓度的内源性干扰物样品
.+-,2?

种方法检测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检测结果
2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仅竞争法乙型肝炎病毒
D

抗体阳性的福尔马肼浊

度小于或等于
!?$&bB>

研究组!与正常对照组的检测结果
2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当样品中干

扰物浓度未超过以上浓度时!不对
.+-,2

的检测结果产生干扰!但检验工作中仍需注意含有大于以上浓度干扰物

质的样品可能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对其应采取前处理或重新采血检测的办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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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

&已被临床检验医学界所

广泛使用)由于试验环节较多决定了其影响因素也有很多)

溶血/黄疸/乳糜等都被人们谓之为影响因素#其实它们仅仅是

疑似干扰物质#并未真正被列入影响因素的行列#试剂厂家说

明书也没有相关说明)但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溶血/黄

疸/乳糜的样品#为明确以上物质是否对
.+-,2

方法检测结果

产生影响#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作者针对日常工作中常用

的
.+-,2

中具有代表性的
?

个项目$双抗体夹心法/竞争法/

捕获法/间接法&进行结合胆红素/溶血血红蛋白/乳糜干扰试

验和数据分析#以确定其是否为
.+-,2

方法的干扰物质)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

仪器
!

aLCBDTD.8S(&(

酶标仪)

$#$#/

!

试剂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批号
"&&0&?&$

&/乙型肝炎

D

抗体$批号
"&&0&'"$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甲

型肝炎病毒
-

O

X

抗体$批号!

2X"&&0&%&'

#北京万泰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批号
"&&0&"&!

#上海荣盛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

干扰物
!

希森美康株式会社生产的干扰检查,

2

试剂

盒$批号!

V,(&&'

&#为干粉制品#

":+

蒸馏水复融#其中包括结

合胆红素
'??&

"

:C8

"

+

/溶血血红蛋白
?0#%

O

"

+

/乳糜

!?$&bB>

$福尔马肼浊度&各一瓶#相应的空白液各一瓶)

$#/

!

对象
!

正常对照组$

)

&!每个项目选择阴性/阳性
"

种样

品#每种样品随机选取
"&

份非黄疸/溶血/乳糜的新鲜血清进

行混合#将
'

种干扰物对应的空白液分别加入阴性样品$阴性

对照组&和阳性样品$阳性对照组&中作为正常对照组)研究组

$

,

&!将与空白液同等体积的
'

种干扰物分别加入对应的阴性

样品$阴性研究组&和阳性样品$阳性研究组&中作为研究组)

$#'

!

方法

$#'#$

!

研究内容#

.+-,2

中的双抗体夹心法/竞争法/捕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XDM)8LJ

!

XF*KH"&!!

!

YC8#(

!

ZC#%



法/间接法反应原理不同#所以为了全面衡量疑似干扰物质对

.+-,2

检测结果的影响#此次选出每种方法中的一个项目进

行干扰试验)

$#'#/

!

干扰检查,

2

试剂盒说明书所给的最高浓度为新鲜血

清体积的
!&\

#将以上浓度的干扰物按
!g0

比例加入到混合

的新鲜血清中#制备成干扰检查,

2

试剂盒说明书所指的含有

极限浓度的样品$即结合胆红素浓度
'??

"

:C8

"

+

/溶血血红蛋

白浓度为
?#0%

O

"

+

以及乳糜的福尔马肼浊度为
!?$&bB>

&)

$#'#'

!

制备好的每个样品$正常对照组和研究组&均需同时检

测
"&

孔#由于干扰物的不稳性#决定了干扰物质从制备到进行

.+-,2

的间隔应等同于日常工作所规定的时间间隔$约
"H

&)

.+-,2

加样应按照
)!

#

,!

#

)"

#

,"

333

)!&

#

,!&

的顺序进行

配对操作#并记录下每个样品测定的吸光度$

2

值&)

$#1

!

结果判断
!

相应浓度的内源性干扰物的
.+-,2?

种方

法的检测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检测结果
2

值比较用
,2,

进行方

差分析$

2Z4Y2

&)

/

!

结
!!

果

/#$

!

试验结果
!

2

值见表
!

)

/#/

!

当样品中结合胆红素浓度小于或等于
'??

"

:C8

"

+

/溶血

血红蛋白浓度小于或等于
?#0%

O

"

+

以及福尔马肼浊度小于或

等于
!?$&bB>

的乳糜时#

.+-,2?

种方法$双抗体夹心法/竞

争法/捕获法/间接法&的
"'

对研究组检测结果与正常对照组

检测结果
2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仅竞争法乙型肝

炎
D

抗体阳性的福尔马肼浊度小于或等于
!?$&bB>

#样品与

正常对照组的检测结果
2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表
!

!

干扰试验结果%

8 K̀

'

项目
阴性样品

阴性对照组 阴性研究组

阳性样品

阳性对照组 阳性研究组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乳糜
&#&&A&̀ &#&&0' &#&&%!̀ &#&&!A

F

"#"'%"̀ &#"%!' "#'A?"̀ &#"&"!

N

结合胆红素
&#&$&0̀ &#&!0! &#&$"(̀ &#&!00

F

"#&!$%̀ &#'%(A "#&$?&̀ &#"%(?

N

溶血血红蛋白
&#&&&%̀ &#&&!A &#&&&(̀ &#&&"0

F

'#'0(%̀ &#'%'? '#'"!$̀ &#"(''

N

乙型肝炎
D

抗体

乳糜
!#?&0(̀ &#!$0! !#"0"0̀ &#&('0

F

&#&A&$̀ &#&&$0 &#&A?'̀ &#&&A!

K

结合胆红素
!#&"A&̀ &#&0(! !#&A&!̀ &#&AA0

F

&#&%A"̀ &#&!&" &#&%'"̀ &#&&0?

N

溶血血红蛋白
&#0(%$̀ &#&00? !#&"&'̀ &#!''$

F

&#&%'$̀ &#&"&! &#&%&"̀ &#&&%$

N

甲型肝炎病毒
-

O

X

抗体

乳糜
&#&&!0̀ &#&&&$ &#&&!"̀ &#&&&0

F

&#!A'(̀ &#&!$( &#!$(&̀ &#&!$"

N

结合胆红素
&#&&"!̀ &#&&&' &#&&"&̀ &#&&&?

F

&#0%$'̀ &#&%0! &#0'!!̀ &#&%''

N

溶血血红蛋白
&#&&""̀ &#&&"0 &#&&!?̀ &#&&&%

F

&#&%'$̀ &#&$A( &#0?$'̀ &#&$(%

N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乳糜
&#&!&(̀ &#&&"' &#&!&0̀ &#&&"&

F

'#?""À &#"?$? '#?AA%̀ &#!0$(

N

结合胆红素
&#&%0(̀ &#&!(" &#&%00̀ &#&!%"

F

"#?A?&̀ &#??"0 "#%%"&̀ &#'""$

N

溶血血红蛋白
&#&$!'̀ &#&!0! &#&$''̀ &#&!(0

F

"#!!('̀ &#'("$ "#!A$À &#"A(?

N

!!

注!阴性研究组检测结果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F

L

(

&#&%

%阳性研究组检测结果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N

L

(

&#&%

%阳性研究组检测结果与阳性对照

组比较#

K

L

&

&#&%

)

'

!

讨
!!

论

.+-,2

由于测定灵敏/特异/操作简便#是目前应用最广

的免疫测定技术)干扰试验结果说明#当样品溶血血红蛋白浓

度小于或等于
?#0%

O

"

+

时#对
.+-,2?

种方法$双抗体夹心

法/竞争法/捕获法/间接法&的检测结果不造成干扰#与部分研

究提出的干扰物的浓度/结论基本一致*

!1?

+

%与王红*

%

+报道溶血

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测定会产生影响#发现样品的
4c

值有随

溶血程度的增加而轻微升高的趋势*

%1$

+的结论不同#主要是因

为干扰物的浓度和分析方法不同)黄疸样品在日常工作中是

不可避免的#试验证明结合胆红素浓度小于或等于
'??

"

:C8

"

+

不会对
.+-,2

方法产生干扰)与宋炳荣等*

?

+报道总

胆红素$

Ba-+

&

'$#(

"

:C8

"

+

/直接胆红素$

ca-+

&

""#"

"

:C8

"

+

时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假阳性率
?$#A\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假

阳性率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不同#主要是由于使

用的干扰物质和试验方法不同的原因)本次试验说明中/轻度

溶血/黄疸无需重复采血检测#但应注意超过含有试验浓度干

扰物的样品需重新采样检测)

乳糜样品日常工作中也经常遇见#当样品中含福尔马肼浊

度
!?$&bB>

的乳糜时#

.+-,2?

种方法$双抗体夹心法/竞争

法/捕获法/间接法&的
A

对研究组检测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检测

结果
2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仅竞争法乙型肝炎病

毒
D

抗体$阳性样品&阳性的福尔马肼浊度小于或等于

!?$&bB>

研究组与正常对照组的检测结果
2

值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L

&

&#&%

&#但
.+-,2?

种方法阴性的福尔马肼浊度小于

或等于
!?$&bB>

研究组与正常对照组的检测结果
2

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L

(

&#&%

&#故认为此次试验浓度小于
!?$&bB>

的乳糜样品对
.+-,2

的检测结果不会产生干扰)与汪建国和

周莺莺*

$

+认为脂质小粒会黏附在反应孔内壁#$下转第
%?$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XDM)8LJ

!

XF*KH"&!!

!

YC8#(

!

ZC#%



续表
!

!

!?'

株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结果

抗菌药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

氨曲南
!"% (A#?!

妥布霉素
!!' A0#&"

庆大霉素
!'? 0'#A!

头孢他啶
!&( A%#%"

头孢噻肟
!"% (A#?!

左氧氟沙星
!"A ((#(!

哌拉西林
!!? A0#A"

复方新诺明
!"( (0#%!

头孢哌酮"舒巴坦
"& !'#00

'

!

讨
!!

论

'#$

!

鲍曼不动杆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近几年来已成为医院

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不动杆菌广泛

存在于医院环境中#尤其是
-)>

患者长时间使用呼吸机/气管

插管等#极易获得不动杆菌的感染*

"1'

+

)本院
0'#&!\

鲍曼不

杆菌分离自痰标本#高于张晓兵等*

?

+报道%

(A#?!\

的鲍曼不动

杆菌来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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