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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

是引起婴幼儿秋季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近年来#

国外有专家试采用逆转录的方式在患儿机体检测
NV

#并证实

存在有病毒血症(在感染早期就能从患儿机体中检测出特异性

的抗体(报道称
NV

可能引起包括肠道,呼吸道,心肌,甚至是

全身其他多个系统的病变*

3

+

)本研究证实了
NV

不仅侵害患

儿肠道系统引起腹泻#还诱发了部分患儿的心肌损害#是个不

可忽视的问题)

心肌酶谱常被用来对心肌类疾病进行检测#是心肌损害及

损害程度的一个敏感性指标#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

+

)心肌酶谱

是通过对心肌酶的测定而形成的多数据性的综合指标#有助于

临床判断
NV

肠炎及其他与心肌损害相关的疾病)临床上对

心肌酶谱的检测尚属普通类检测#方法便捷#检测效果好#适用

于基层各大医院推广使用*

&

+

)

通过本研究的观察与数据结论可认为#

NV

是引起心肌损

害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对于
NV

肠炎患儿

的临床治疗#最好将心肌酶谱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检测指

标#提高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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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仪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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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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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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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
[TR5&$$

尿液分析仪在分析过程中维生素
M

造成隐血"

R*/

#%葡萄糖"

[*Y

#假阴性的浓度

进行研究$方法
!

分别向
#

组
R*/

阳性%

$

组
[*Y

阳性的尿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维生素
M

后!用
[TR5&$$

尿液分

析仪进行检测!并观察尿液
R*/

%

[*Y

测定结果为阴性时维生素
M

的浓度$结果
!

维生素
M

浓度达到
!$$G

D

&

*

"

e

#时!可造成
R*/

假阴性'维生素
M

浓度达到
%#$G

D

&

*

"

Z

#时!可造成
[*Y

假阴性$结论
!

低浓度维生素
M

即

可对
R*/

%

[*Y

造成假阴性干扰$同时!随着维生素
M

浓度增加!负性干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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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常规分析不仅能反映泌尿系统及其周围组织器官病

变#还能反映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系统及肝,胆功能#同时能

为临床疾病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判断等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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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液分析仪因操作简单,快速准确而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众

所周知#维生素
M

在尿液分析过程中对隐血$

R*/

%,葡萄糖

$

[*Y

%存在负性干扰#但不同类型的尿液分析仪对维生素
M

的抵抗能力不同#从而导致维生素
M

对不同类型的尿液分析

仪产生的干扰作用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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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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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

分析仪在分析过程中维生素
M

造成
[*Y

,

R*/

假阴性的浓度

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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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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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标本来自本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的新鲜尿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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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收集患者尿液其他项目正常#尿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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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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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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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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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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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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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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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尿液分析仪(配套高尔宝尿十

一联分析试条#试剂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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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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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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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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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标本通过逐步滴加标准浓度维生素
M

溶液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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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尿液#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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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仪进行测定#每管测定
%

次#严格按照尿液

常规分析的操作规程进行#所有标本在
%=

内完成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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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不同浓度维生素
M

对
R*/

,

[*Y

的干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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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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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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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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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导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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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尿液测定结果为假阴性(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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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D

"

*

$

Z

%时#可导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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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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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尿液测定结果假阴性)同

时#随着维生素
M

浓度增加#负性干扰增大)

表
!

!

不同浓度维生素
M

对
R*/

%

[*Y

的干扰影响

维生素
M

浓度$

G

D

"

*

%

R*/

$

e

%

R*/

$

Z

%

[*Y

$

e

%

[*Y

$

Z

%

#$

$

d

% $

e

% $

Z

% $

e

% $

Z

%

!$$

$

e

% $

d

% $

e

% $

e

% $

Z

%

!#$

$

e

% $

d

% $

e

% $

e

% $

Z

%

%$$

$

e

% $

d

% $

e

% $

e

% $

e

%

%#$

$

Z

% $

d

% $

d

% $

d

% $

e

%

($$

$

Z

% $

d

% $

d

% $

d

% $

e

%

3$$

$

Z

% $

d

% $

d

% $

d

% $

e

%

#$$

$

ZZ

% $

d

% $

d

% $

d

% $

d

%

'

!

讨
!!

论

维生素
M

又称抗坏血酸#属于水溶性维生素#广泛存在于

新鲜水果和绿叶蔬菜中)同时也是临床中应用较多的药物之

一#体内代谢后大部分随尿液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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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14

的常规尿液标本维生素
M

试验阳性#其维生素
M

浓度

均值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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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因为不同类型的尿液分析仪对维生素
M

的抵抗能力不同#从而导致维生素
M

对不同类型的尿液分析

仪产生的干扰作用也不相同#因此建议不同实验室针对不同的

尿液分析仪做维生素
M

干扰能力评估)

[TR5&$$

尿液分析仪

检测
M*Y

采用的是葡萄糖氧化酶法#检测
R*/

采用的是血红

蛋白类过氧化物酶法)因为维生素
M

具有很强的还原性#通

过竞争性抑制作用#使尿
[*Y

,

R*/

的测定值降低#甚至出现

假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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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以看出#随着维生素
M

浓度增加#对

[*Y

,

R*/

负性干扰增大)当维生素
M

浓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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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

"

*

$

Z

%时#即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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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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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假阴

性#与其他相关文献报道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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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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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分析仪尿液常规报告时#首先要看维生素
M

的浓度)

如果维生素
M

浓度达到$

e

%或$

Z

%时#则应考虑维生素
M

是

否造成了
R*/

或
[*Y

假阴性#尤其是尿沉渣镜检出现红细胞

或者患者伴有糖尿病症状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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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做尿液常规检查

前
%

!

(;

应停用常规治疗剂量的维生素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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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

前
0!

抗原与
,RV#

项标志物同步检测的临床意义

曾若婉!曹
!

霜"福建省漳州市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
,RV

前
0!

抗原在乙型肝炎
,RV

标志物各种模式中的表达!分析前
0!

抗原与其他

,RV

血清标志物的关系!以评价同步检测的临床意义$探讨前
0!

抗原对病毒性乙型肝炎诊断%治疗和预后的价

值$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13$$

份人血清标本
,RV

前
0!

抗原和
,RV#

项标志物"

,R8-

D

%抗
5

,R8

%

,R>-

D

%抗
5,R>

%抗
5,R@

#!以乙型肝炎
#

项标志物模式进行分组!比较不同血清模式
,RV

感染者前
0!

抗原

的阳性率$结果
!

前
0!

抗原在大三阳和
,R8-

D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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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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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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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R>-

D

"

Z

#%抗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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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抗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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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模式的阳性率显著增高!分别为
1")3%4

%

2$)$$4

%

1()((4

$前
0!

抗原与
,R>-

D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二者相符率为
1")3(4

!

,R>-

D

阳性模式各组的前
0!

抗原阳性率与
,R>-

D

"

d

#各组比较!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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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检测
,RV

前
0!

抗原可以完善和补充
,RV

血清标志物的检测$比
,R>-

D

能更好地反映
,RV

的复制状态和传染性!与乙型肝炎两对半联合检测!在乙型肝炎诊断%治疗及疗效考核中将互

为补充!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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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

为嗜肝
/Q-

病毒#存在于肝细胞内及血液中#在血

清中以
(

种不同颗粒存在#即球状完整颗粒,球状空壳颗粒及

棒状颗粒)前
0!

抗原主要存在于球状完整颗粒中#故在外周

血中若检测出)前
0!

抗原则提示病毒感染#经过多家临床实

验室的检测证实
,RV

前
0!

抗原可以反映
,RV

在体内复制

感染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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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新的
,RV

血清标志物的检查方法)

完善和补充
,RV

血清标志物的检测对乙型肝炎患者的早期

诊断,治疗和愈后#区别患者是否处于感染,病毒复制有很好的

独立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对
13$$

份人血清标本进行前
0!

抗

原与
,RV#

项标志物同时检测与分析#探讨前
0!

抗原在乙型

肝炎血清标志物常见阳性模式中的价值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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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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