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成军#孙长贵#陈瑜#等
)

低浓度
,R8-

D

人群
,RV5/Q-

与
,RV5.

定量结果的关系及评价*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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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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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两种方法对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测定的对比研究

甘钊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

#!!3$$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6N5]S-

#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M*S-

#对检测血清促甲状腺

激素"

60,

#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采用
6N5]S-

和
M*S-

对
3$

例健康人%

3$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患者

和
3$

例甲状腺功能减低"简称甲减##患者进行血清
60,

测定!然后比较两种方法的测量精度$结果
!

6N5]S-

对

甲亢和甲减的临床诊断符合率显著高于
M*S-

!而且
6N5]S-

的精度和可重复性都明显优于
M*S-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F

$

$)$#

#$结论
!

在甲亢和甲减的临床诊断上
6N5]S-

明显比
M*S-

更具价值$

"关键词#

!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

!

甲状腺功能亢进'

!

甲

状腺功能减低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23##

"

%$!!

#

$25!$1$5$%

!!

促甲状腺激素$

60,

%促进甲状腺上皮细胞的代谢及胞内

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使细胞呈高柱状增生#从而使腺体增大)

腺垂体分泌
60,

#一方面受下丘脑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

激素$

6N,

%的促进性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甲状腺激素
6(

,

63

反馈性的抑制性影响#二者互相拮抗#它们组成下丘脑
5

腺

垂体
5

甲状腺轴)在临床诊断中#高精度的
60,

测定指标是判

定甲状腺功能的重要指标)血清
60,

的测定国内现多用放

射免疫法#但精度低#敏感度差*

!

+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

6N5]S-

%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M*S-

%对血清
60,

的测量

精度较高#敏感度好)本文试图对这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文收集了
1$

例甲状腺功能异常者#其中甲

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者
3$

例#男
%%

例#女
!1

例(年龄
!2

!

&!

岁#平均
(")"

岁)甲状腺功能减低$简称甲减%者
3$

例#

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3

岁#平均
3!)3

岁)另外
3$

例

健康人#除
#

例为医院患者家属中健康的自愿者外#其余全部

来自本院健康的医护人员#男
%&

例#女
!3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3!)"

岁)

$)/

!

测量仪器
!

6N5]S-

使用
LT!%(#

荧光仪及相关配套试

剂盒对血清
60,

进行测定(

M*S-

使用
MTQ6-YN5_L

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仪及相关配套试剂盒进行血清
60,

测定)

$)'

!

测量方法
!

对所有观察对象于上午
1

!

$$

!

!$

!

$$

取空腹

静脉血
(G*

#经离心机分离血清#置于
d%$U

冰箱中保存#

!

周内送检*

%

+

)用
M*S-

和
6N5]S-

分别对高,中,低
(

份质控

标本进行
60,

测定#重复
!$

次#并计算其批内变异系数)同

时将高,中,低
(

份质控标本装入
($

只试管#置于
%$U

冰箱中

保存#然后进行
($

次测定#并计算批间变异系数*

(

+

)

依据
6N5]S-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在待检血清中加入

60,5T:

*

3

+

#然后将其置于微型振荡器上振荡
!#GEF

#室温放

置
3=

后#再行处理再振荡
!#GEF

#最后将反应条置于荧光仪

上测量计数#并绘制荧光强度曲线#从而从曲线上读出相应的

浓度值)

将
!%$

份健康组,甲亢组和甲减组的血清样本同时采用

6N5]S-

和
M*S-

进行
60,

测定#并计算其相关系数)

$)1

!

诊断标准
!

6N5]S-

的正常值为
$)(

!

()1

"

Y

"

G*

#

M*S-

的正常值为
$)(#

!

#)#$GY

"

G*

)当
6N5]S-

)

$)(

"

Y

"

G*

#

M*S-

)

$)(# GY

"

G*

时可诊断为甲亢*

#

+

(当
6N5

]S-

(

()1\

"

Y

"

G*

#

M*S-

(

#)#$GY

"

G*

时可诊断为甲减)

$)2

!

统计学方法
!

使用
0L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以
F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6N5]S-

的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明显小于
M*S-

#说明了

6N5]S-

的精度比
M*S-

高#方法的重复性好)具体见表
!

)

表
!

!

6N5]S-

与
M*S-

精度对比

浓度
批内变异系数$

4

%

6N5]S- M*S-

批间变异系数$

4

%

6N5]S- M*S-

低浓度
()%2 #)%& 3)"1 &)#"

中浓度
()$# #)!3 3)%( #)%2

高浓度
%)1" 3)21 ()2& #)3(

/)/

!

经过计算#

6N5]S-

和
M*S-

两种方法的相关性很好#相

关系数为
$)1()

与
M*S-

相比#

6N5]S-

对
(

组测定结果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F

$

$)$#

%)具体见表
%

)

表
%

!

(

组的
6N5]S-

和
M*S-

检测
60,

结果对比(

(f3$

)

组别
6N5]S-

$

"

Y

"

G*

%

M*S-

$

GY

"

G*

%

健康组
!)3%e$)1& !)2!e!)!2

甲亢组
$)$!e$)$1

",

$)$(e$)!&

"

甲减组
(&)3&e(")1!

",

%1)1%e(1)33

"

!!

注!与健康组相比#

"

F

$

$)$!

(与
M*S-

比较#

,

F

$

$)$#

)

表
(

!

两种方法测定值与诊断符合率比较(

(f3$

)

组别
6N5]S-

2#4

范围 符合率*

(

$

4

%+

M*S-

2#4

范围 符合率*

(

$

4

%+

健康组
$)3#

!

#)%$ (1

$

2#)$

%

$)#$

!

#)&( (&

$

2$)$

%

甲亢组
$)$$

!

$)!% (2

$

2")#

%

$)$$

!

$)%$ ("

$

2%)#

%

甲减组
3)&#

!

!3&)(% ("

$

2%)#

%

&)#1

!

!#1)33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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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种方法测定的可信度与诊断的符合率相比#没有显著

的差异#但
6N5]S-

的符合率要比
M*S-

高)具体见表
(

)

'

!

讨
!!

论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过程中形成的
T:

标记的抗体经

过免疫反应之后生成免疫复合物)这种复合物在水中的荧光

强度非常弱#再加入一种增强剂#可使
T:

(Z从复合物上解离下

来#自由
T:

(Z同增强剂中的另一种螫合剂螯合形成一种胶态

分子团#这种分子团在紫外光的激发下能发出很强的荧光#信

号增强了百万倍*

&

+

)因此其精度要比
M*S-

法
d!#

次方量级

的精度高#为
d!2

次方量级)但两组方法在临床上除了检测

精密度外#其与诊断的符合率并无明显差异)从总体分析结果

来看#

6N5]S-

确实要比
M*S-

优越#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应当广泛应用
6N5]S-

进行血清
60,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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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新生儿足跟采血成功率的体会

高燕玲"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新生儿足跟一次采血成功率的最佳方法及技巧$方法
!

给
%31

例新生儿沐浴后!在室温

为
%%

!

%3U

的治疗室!取
3#l

头高足低卧位或竖抱新生儿!于足跟外缘用无菌三棱针采血$结果
!

本组
%31

例一

次采血成功
%3#

例!

(

例
%

次采血成功!一次采血成功率
21)14

$结论
!

适当的室温%沐浴%头高足低位于足跟外缘

采血成功率高%时间短!减少多次采血给新生儿带来的痛苦及家长的顾虑$

"关键词#

!

新生儿'

!

足跟采血'

!

成功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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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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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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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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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母婴保健法规定#新生儿出生
"%=

后#至少哺乳
&

次

以上必须从足跟部采集
(

滴血#通过筛查中心筛查出有无某些

危害严重的先天性代谢性疾病#如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

$

M,

%,苯丙酮尿症$

LbY

%等#以便得到及早,有效的治疗#从

而减少病残儿,痴呆儿的发生)血片采集是新生儿疾病筛查技

术流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本文通过对新生儿沐浴后,采用头高

足低位或竖抱新生儿于足跟外侧缘采血#结果成功率高,时间

短#减少了多次采血给新生儿带来痛苦及家长的顾虑#同时还

提高了护士工作效率)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1

月在本院产科出生的新生

儿
%31

例#男
!($

例#女
!!1

例)出生后
"%=

至少哺乳
&

次后

行足跟采血)

$)/

!

方法
!

早晨嘱其母亲充分喂哺新生儿
($

!

&$GEF

后温

水沐浴#再将新生儿包裹抱至室温
%%

!

%3U

治疗室#头部及躯

干部用软垫抬高
3#l

角#形成头高足低位#或双手竖抱新生儿#

双足自然下垂#然后用
3!

!

3(U

温热乙醇擦拭按摩足跟至局

部充血发红为止#在其足跟外侧缘用
"#4

乙醇消毒待干后用

一次性三棱针斜刺#即与皮肤呈
($l

!

3#l

#深度约
%

!

(GG

#用

消毒干棉签将第
!

滴血拭去#再用左手或右手握住足底挤血#

用滤纸收集血滴#使其充分渗透至滤纸背面)要求采集每个新

生儿
(

个血斑#每个血斑的直径为
1GG

)

/

!

结
!!

果

本组
%31

例一次采血成功
%3#

例#

(

例
%

次采血成功#一

次采血成功率
21)14

)采血时间平均
(

!

#GEF

)一次性采血

标本合格率
22)#4

)

'

!

讨
!!

论

')$

!

采血时间
!

血样采集必须在新生儿出生满
"%=

并且至

少摄入
&

次母乳后进行)如未摄入足够乳汁#新生儿血液中苯

丙氨酸浓度偏低#易造成
LbY

假阴性(同时
"%=

后采血可避

开生理性促甲状腺素上升时机#减少
M,

筛查假阳性*

!

+

)自然

状态下#新生儿末梢血运受血容量影响较大#而血容量主要取

决于哺乳*

%

+

)新生儿末次哺乳后不同时间对采血难易程度有

显著影响#有资料显示#哺乳后
$)#

!

!)#=

为采足跟血的最佳

时间*

(

+

#由于进食后循环血量增加#体表毛细血管扩张#新生儿

微循环灌注较理想#便于一次性采血成功#避免了用力挤压引

起溶血现象及组织液混入血液标本中#保证了标本的质量)

')/

!

正常室温
!

%%

!

%3U

能保证采血部位有足够的血供#可

提高采血的成功率)室温过低#新生儿四肢寒冷#血流不畅#因

局部血流量不足而导致采血失败*

3

+

(室温过高#新生儿大量出

汗#因汗液中水分占
224

#固体成分则不到
!4

#大量出汗可致

血液黏稠度高#血容量不足#血液黏稠度增高会使外周阻力增

大)在此种状态下#即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流至局部的血流

量仍缓慢不足#造成采集的血斑过小#而且血滴在滤纸圆圈内

迟迟不渗透#严重者可导致标本凝固而需要重新采血*

#

+

)

')'

!

沐浴
!

足跟采集的是末梢血#采集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

于末梢血运)末梢血循环好可提高采血成功率#但由于新生儿

对环境适应能力差#体温易随环境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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