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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酶法测定乙醇水平对急性乙醇中毒的诊断价值

张德文!宋善勤!王修全"四川省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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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全自动酶法检测血清中乙醇水平对急性乙醇中毒的诊断价值$方法
!

采用乙醇酶法在美

国贝克曼库尔特
/_M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
3$

例健康对照者%

%$

例急性乙醇中毒患者和
3$

例醉酒驾驶司

机的血清乙醇水平$结果
!

急性乙醇中毒患者及醉酒驾驶司机血清乙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F

$

$)$!

#$结论
!

全自动酶法能特异检测血清中乙醇水平!对急性乙醇中毒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价值!并可

用于司法鉴定!为判断是否属于)醉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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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对饮用者可造成身体上多脏器的伤害#引起酒精性肝

病$

-*/

%,乙醇性糖尿病,乙醇性精神障碍等多种疾病#尤其

是过量饮酒导致的急性乙醇中毒危害较大#最严重的急性乙醇

中毒可导致患者猝死)目前国际上乙醇浓度的检测方法有化

学法,气相色谱法和乙醇酶法#我国多采用气相色谱法#酶法极

少有报道)本院从
%$$2

年
3

月开始引进酶法检测血清中乙醇

水平#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分为
(

组!$

!

%健康对照组$

3$

例%#男

性#身体健康#无嗜酒爱好#年龄
%"

!

31

岁)$

%

%急性乙醇中毒

组$

%$

例%#男性#年龄
%(

!

#%

岁#来自
%$$2

年
3

月至
%$!$

年

1

月本院急诊科的急诊患者#包括饮酒严重过量导致乙醇中毒

者和不明原因昏迷患者$经抢救成功后证明属饮酒严重过量导

致的昏迷%)$

(

%醉酒驾驶组$

3$

例%#男性#年龄
%$

!

#$

岁#来

自自贡交警巡查或交通事故疑为醉酒驾驶司机#经简易吹气法

测定乙醇超标)

$)/

!

标本采集
!

使用非乙醇杀菌液擦拭静脉穿刺部位#用真

空分离胶管及配套采血针采集静脉血
%

管$一管用于检测#另

一管用于贮存%#采血后立即颠倒混匀
1

次#并直立放置#标记

好被采集者姓名#醉驾组标本当场贴封条封管#由自贡市联立

司法中心专人送检)标本置于
3

!

1U

加锁冰箱贮存)

$)'

!

试剂与仪器
!

试剂盒为原装进口#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公司提供(仪器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YFE@>A

*

/_M1$$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

$)1

!

质控物
!

质控物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双水平

液体质控血清即中值
*!

批号为
3&#22(

#高值
*%

批号为

3&#22&

)质控物开瓶后#在
%

!

1U

冰箱贮存可以保持稳定
($

;

#用于监控乙醇检测系统的可靠性和总体性能*

!

+

)

$)2

!

校准物
!

采用原装二水平校准物#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公司提供)

$))

!

测定原理
!

乙醇试剂用于以一种酶反应速率法测定乙醇

浓度*

%

+

)在此反应中#乙醇脱氢酶 $

-/,

%催化将乙醇氧化为

乙醛#同时将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

Q-/

%还原成
Q-/,

)

系统监测
(3$FG

的光吸收变化速率#由
Q-/,

引起的光吸收

变化速率与样品中的乙醇浓度成正比#系统依此并根据一条两

点校正曲线计算并给出乙醇浓度)化学反应方程式!乙醇
Z

Q-/Z

&'''

-/,

乙醛
ZQ-/,Z,

Z

)

$).

!

操作方法
!

试剂装载后进行校正#血清样品和质控物装

载上机后按照系统标准操作规程操作)

$)P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0L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健康对照组,急性乙醇中毒组和醉酒驾驶组血清乙醇水平

见表
!

)急性乙醇中毒组乙醇水平显著升高#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醉酒驾驶组血清乙醇水平与

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F

$

$)$!

%)

表
!

!

(

组血清乙醇水平比较(

GG7A

+

*

)

组别
(

血清乙醇水平

健康对照组
3$ $)23e$)##

急性乙醇中毒组
%$ "()2"e!#)"2

"

醉酒驾驶组
3$ (3)!2e!2)"#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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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乙醇的分析是医院急救室经常需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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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必须迅速#全自动酶法检测血清中乙醇水平速度快#从采集

标本到出报告仅需
!#

!

($GEF

(准确性好#用美国贝克曼库尔

特
YFE@>A

*

/_M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酶法测定血清中乙醇

水平#其检测系统$仪器,配套试剂,校准品,质控品%

%$$3

年获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

%$$#

年获欧洲质量认证#并通过

了
S0+%$$$2$$!

质量认证#

%$$"

年在中国注册)文献报道酶

法检测血清中乙醇水平是完全特异的*

(

+

)有研究报道#酶法检

测乙醇水平精确度高#重复性好)

乙醇属挥发性物质#标本采集,检测要求较高#标本采集应

用真空采血法#分离血清后要求迅速测定#取校准物和质控液

时为避免反复开盖导致乙醇挥发#最好采用注射器抽取少量液

体注入样品杯中进行校标和室内质控)本研究发现#标本离心

后置于
3

!

1U

冰箱贮存
%#;

不开盖检测结果不受影响#开盖

后
!$GEF

血清中乙醇水平下降
1)3"4

)因此#用生化分析仪

测定血清中乙醇水平时不能同时测定其他生化项目#只能用专

门的时间$如早上保养仪器后%立即测定乙醇样品同时测定高

值和低值质控血清)急诊测定血清中乙醇水平时#可用
YFE5

@>A

*

/_M1$$

生化仪的急诊功能优先测定)

急性乙醇过量的症状是从机体反射时间减慢导致的中枢

神经系统阻抑#严重过量可进一步发展为昏迷和死亡)血清中

乙醇水平达
!$$$

"

D

"

*

$

%!)"GG7A

"

*

%为中毒水平#当达到

($$$

"

D

"

*

$

&#)!GG7A

"

*

%时常伴有昏迷发生*

(

+

#当达到
1"

GG7A

"

*

#患者可出现呼吸,循环麻痹而危及生命*

3

+

)临床医生

可根据急性乙醇中毒患者检测的乙醇水平结果有针对性地使

用药物进行输液治疗#对最严重的急性乙醇中毒患者可以采用

血液透析治疗以减少乙醇的负载*

#

+

)本研究用全自动酶法检

测
%$

例急性乙醇中毒患者血清乙醇水平#结果为$

"()"2e

!#)"2

%

GG7A

"

*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

%#该组乙醇最高值达
2()!&GG7A

"

*

)

%$

例急性乙

醇中毒患者经及时对症抢救治疗#全部治愈)由此可见#全自

动酶法能特异检测血清中乙醇水平#对急性乙醇中毒的诊断和

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乙醇水平检测在涉及毒品或滥用化学品的医疗与法律案

件中较普遍#乙醇本身即可致命#而且还可以引起各种事故)

3$

例醉酒驾驶司机血清乙醇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F

$

$)$!

%#该组乙醇最高值达
1()"&GG7A

"

*

)据

新闻媒体报道
%$!$

年
1

月
!#

日至
2

月
!#

日仅一个月时间中

国因酒后驾驶发生的交通事故
(%$

起#造成
!!1

人死亡#醉酒

驾驶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

年
2

月
%

日#我国醉酒驾驶获罪已写入刑法修正案)全自动酶法能准确

地测定醉酒驾驶司机血清中乙醇水平#为司法部门处罚0醉驾1

提供了有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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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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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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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动脉硬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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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血压和血黏度减慢血流

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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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自动血凝仪测定
]EK

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

MAH:88

法#原理是将血浆用稀释液稀释后#加入足量的牛凝血

酶#使
]EK

转变为纤维蛋白凝固#仪器通过测定散射光的变化#

确定凝固时间#通过定标和标准曲线比较#计算出
]EK

含量#其

凝固时间和
]EK

含量呈负相关#当
]EK

过高和过低时要求改变

血浆稀释倍数)此法检测的是
]EK

的凝血功能#受黄疸,溶血

等因素的影响较小#结果较可靠#是美国国家临床检验标准委

员会推荐的参考方法#但是异常
]EK

血症由于存在大量无功能

的
]EK

#用
MAH:88

法测定可使结果明显偏低)纤维蛋白原降解

产物中碎片
_

$

2

%和碎片
W

$

I

%存在以及存在肝素等抗凝血也

影响
MAH:88

法的测定结果*

(

+

)

L65;>B

法测定
]EK

其原理是!

当
L6

测定完成时#

]EK

均变成纤维蛋白#其形成的浊度与
]EK

含量成正比#因此无需任何试剂即可由产生的浊度#通过标准

品定标#用终点法或速率法算出
]EK

含量*

3

+

)

L65;>B

法经济,

简便,快速(

MAH:88

法试剂较贵,费时)

总之#口服华法令抗凝患者除了测定
L6

及国际标准化比

值#对于反应机体的高凝状态#避免血栓形成#准确测定血浆

]EK

含量非常重要)通过本实验数据表明#在日常工作中#应

用全自动血凝仪检测口服华法令患者血凝时#当用
L65;>B

法

测得
]EK

值在
%

!

3

D

"

*

时#可以直接报告(当
]EK

不在此范围

时#需要用
MAH:88

法检测)这样既能做到满足临床需要#又能

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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