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出血量超过
$%%%H0

$子宫收缩乏力&#新生儿死亡
'

例

$

'+&1

&#重度新生儿窒息
-

例$

-+)1

&)

阴道试产组!无试产禁忌证且患者同意试产
&%

例)

'.

例

试产成功#占
).1

#产程中改行急诊剖宫产
.

例#其中
'

例

$

'+&1

&为先兆子宫破裂#

&

例为胎儿窘迫#

'

例为相对头盆不

称#

'

例为孕妇高度紧张要求剖宫产)分娩成功的
&%

例中#阴

道助产
'%

例#占
.%1

#自然分娩
'%

例#占
.%1

)阴道试产平

均新生儿体质量
-'.%

/

#产后出血
&

例$

'%1

&#无新生儿死

亡#重度新生儿窒息
'

例$

-1

&)平均总产程
''?

)

'

!

讨
!!

论

影响瘢痕愈合的因素!个体体质和首次造成子宫瘢痕的手

术质量是影响瘢痕愈合的关键)瘢痕子宫妊娠确有发生子宫

破裂的可能#本组试产病例先兆子宫破裂
'

例#术中未见发生

子宫破裂)有报道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经阴道试产并发子宫

破裂的发生率在
%+'1

!

&+-1

)

终止妊娠方式的选择!国际上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

产成功率在
.*1

!

(-1

#国内报道最高的阴道试产成功率为

((1

)大量研究表明#剖宫产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是一个可

选择的措施#而再次剖宫产并未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风险#那

种主张0一次剖宫产#永远剖宫产1的观念并非正确)对于剖宫

产后再次妊娠的孕妇#在排除阴道分娩禁忌证后应予以试产#

但阴道试产首先要尽可能减少子宫破裂等严重并发症发生#产

程中严密观察#适当缩短试产时间#为缩短第二产程#可选用胎

头吸引或产钳助产#以进一步减少子宫破裂的发生率)

减少再次剖宫产并发症!再次剖宫产手术难度及风险大#

故最好由技术熟练的产科医生进行手术#术中小心分离#进腹

后不必过分分离#只要有足够让胎儿娩出的切口即可#以免损

伤周围脏器及增加术中出血#术中如大出血处理无效#为抢救

患者生命#应当机立断尽快行子宫切除术#以免贻误病情+

-

,

)

总之#再次剖宫产及阴道试产各有优缺点#只有加强对产

科医生的教育#提高认识及产科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严格掌

握剖宫产指征#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可以阴道试产#注意临产前

试产适应证选择#加强产程中监护%强化社会舆论对剖宫产弊

大于利的宣传#鼓励产妇自然分娩#才能降低剖宫产率及再次

剖宫产率#从而有效降低母婴风险及患者的经济负担)相信通

过产科医生和产妇及全社会的努力#疤痕子宫的再次剖宫产率

是可以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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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法和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N6

-

#&游离素

甲状腺素"

N6

$

#&促甲状腺激素"

6OZ

#的方法学及临床应用$方法
!

利用
&

种方法分别检测对
&*%

例甲状腺疾病

患者的血清
N6

-

&

N6

$

&

6OZ

进行检测!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诊断标准及临床符合率给以统计分

析$同时对血清
N6

-

&

N6

$

&

6OZ

进行精密度&准确度&分析灵敏度&抗干扰情况等方面的分析!并进行相关性比较$

结果
!

&

种方法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并且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在患者结果可报告范围!精密

度!灵敏度!准确度抗干扰试验方面稍优于放射免疫分析法$结论
!

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完全能够替代放射免疫分

析法!并且还具有精密度及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报告范围宽等优点$在甲状腺疾病患者中
N6

-

&

N6

$

&

6OZ

所测结果各有特点!有助于临床鉴别诊断$

"关键词#

!

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法'

!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游离素甲状腺素'

!

促甲状腺激素'

!

甲状

腺疾病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45$..

"

&%''

#

'$4')*54%-

!!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

6PN"3

&是用
-

价稀土离子及

其螯合剂作为示踪物#如铕$

SF

-h

&*钐$

OH

-h

&*镝$

T;

-h

&等代

替传统的放射性同位素*酶和化学发光物质来标记抗体*抗原*

多肽*激素*核酸探针或生物活性细胞#待反应体系发生后#用

时间分辨荧光仪测定最终产物中的荧光强度#根据荧光强度和

相对荧光强度比值#求得分析物中的浓度+

'

,

)放射免疫分析法

$

P"3

&是用放射性核素来标记在抗原*抗体*激素*蛋白质药物

等进行检测的医学方法)促甲状腺激素$

6OZ

&是垂体前叶分

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相对分子质量约
&(e'%

-

#由
%

*

$

两个亚

单位组成#是判断甲状腺功能和下丘脑
4

垂体
4

甲状腺功能的重

要指标之一+

'4&

,

)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氨酸$

N6

-

&*游离甲状

腺素$

N6

$

&是甲状腺疾病诊断与疗效评定的重要指标+

&

,

)在

国内#一般采用放射免疫法$

P"3

&检测#其优点是敏感可靠#缺

点为试剂受同位素半衰期的限制#有效期短#放射性辐射对人

体有伤害#在试剂的管理和处理上存在诸多的麻烦)甲状腺是

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内分泌腺#分泌异常激素在多方面引起人体

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多系统出现异常症状#甚至可

以危及生命)本文对
&*%

例甲状腺疾病患者进行了血清
N6

-

*

N6

$

*

6OZ

的
6PN"3

法及
P"3

的测定#其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检测对象
!

健康成人$健康对照组&

'%%

例#年龄
&%

!

.%

岁#经检查无肝病*肾病及甲状腺等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

亢组&

''%

例#年龄
'$

!

).

岁#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组&

.%

例#

年龄
'(

!

)%

岁#均为来本院就诊的门诊和病房已确诊的患者)

$+/

!

正常参考值
!

本组测定
'%%

例健康者#

N6

-

*

N6

$

*

6OZ

正常参考值$

H,&A

&范围分别为
'+5

!

*+-

L

H7A

"

0

*

)+5

!

&%+.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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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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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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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7A

"

0

*

%+-.

!

$+5.Hb

"

H0

#与
OSPcXc

公司的结果$

N6

-

!

'+(*

!

*+$-

L

H7A

"

0

#

N6

$

!

5+-

!

&&+'

L

H7A

"

0

%

6OZ

!

%+-.

!

$+5.Hb

"

H0

&基本一致)

$+'

!

仪器
!

上海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时间分辨荧光

分析仪#时间分辨荧光免疫试剂盒由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试剂批号
&%%(%)&.%'

)放射免疫分析仪由国营二六

二厂提供的
'*4

1

计数仪#放射免疫分析药盒由天津九鼎公司

提供#试剂批号
&%%(%)&$%-

#实验方法均严格按说明书要求

操作)

$+1

!

统计学方法
!

用
!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6PN"3

法与
P"3

法批内*批间变异率测定
!

选择
6P4

N"3

法与
P"3

法配套试剂质控物#进行重复测定)

N6

-

*

N6

$

*

6OZ-

项指标结果批内*批间变异率见表
'

)

/+/

!

健康对照组与甲亢*甲减组两种方法检测
N6

-

*

N6

$

*

6OZ

结果
!

见表
&

)

/+'

!

灵敏度分析
!

用两种方法分别对空白零标准做批内
&%

次测定#分别记录荧光强度和放免强度#计算出检测低限

$

00T

&公式!

00T2

均值
a"]h&Oa"]

)结果
6PN"3

法检测

N6

-

*

N6

$

*

6OZ

低限为
%+'.

L

H7A

"

0

*

%+'.

L

H7A

"

0

*

%+'%

Hb

"

0

#

P"3

法检测
N6

-

*

N6

$

*

6OZ

低限为
'+'&

L

H7A

"

0

*

'+()

L

H7A

"

0

*

%+&.Hb

"

0

)

表
'

!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与放射免疫分析法

!!!

测定的精密度情况

方法 项目
批内变异率

H

A

变异率$

1

&

批间变异率

H

A

变异率$

1

&

6PN"3

法
N6

-

.+)' %+'5 -+&) .+(% %+&% -+5-

N6

$

&'+5& %+5- $+(* &&+(( '+') $+)-

6OZ '+$' %+%. -+.. '+.) $+*) -+*5

P"3

法
N6

-

.+$* %+-) -+5' .+-. %+&& -+*)

N6

$

&%+)$ %+5( $+*' &&+$- '+(( $+5*

6OZ '+'& %+%( -+(' '+(( $+&. -+5-

表
&

!

健康对照组+甲亢+甲减组
6PN"3

与
P"3

法测定
6OZ

+

N6

-

+

N6

$

结果%

H,A

(

检测项目
6PN"3

甲亢组 甲减组 健康对照组

P"3

甲亢组 甲减组 健康对照组

N6

-

$

L

H7A

"

0

&

)+'.,&+* %+)*,%+- -+.*,'+$ )+((,&+' %+(',%+&- -+(*,'+-

N6

$

$

L

H7A

"

0

&

&'+',$+$ -+(,'+(. '&+-,$+$' &%+-,$+.& -+..,'+$. ''+$,$+&.

6OZ

$

Hb

"

H0

&

%+'.,%+& -$+.,'*+. &+&*,'+&. %+&%,%+-( --+$,'.+& &+*(,'+-*

!!

注!对两种方法检测的甲亢*甲减*对照中的
N6

-

*

N6

$

*

6OZ

的数据分别进行配对
!

检验)结果以上数值均
"

$

%+%.

#表明两种测定方法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1

!

抗干扰试验
!

取
N6

-

*

N6

$

*

6OZ

的中质血清分成
$

份#

每份分别加入
.%b

"

0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ZIM

&*

&.%%%%

b

"

0

促卵泡生成素$

NOZ

&*

'%%%b

"

0

促黄体生成素$

0Z

&#对

照组加入一定量生理盐水#同时进行检测#激素的交叉反应不

影响结果判断)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ZIM0ZNOZ

检测的干扰情况

方法 项目 对照组
干扰物组

ZIM 0Z NOZ

6PN"3 6OZ &+.% &+*% &+$* &+..

N6

-

.+.( .+-' .+$) .+--

N6

$

'&+$$ '&+.) '&+)- '-+'*

P"3 6OZ &+$. &+(- &+(' &+()

N6

-

.+&' .+.) .+-& .+($

N6

$

'&+') '&+$5 '-+(* '-+(&

/+2

!

准确度试验
!

对
N6

-

*

N6

$

*

6OZ

浓度分别在
%+&.

!

*%

Hb

"

0

的
'%%

份血清标本进行质量分析#结果
&

种方法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6PN"3

法与
P"3

法结果相关性比较
!

对
&*%

例健康对

照组及患者血清标本#同时用
6PN"3

法与
P"3

法检测#结果

进行直线回归分析#得回归线性方程)

/

!

P"3

法#

&

!

6PN"3

法#

N6

-

!

&2%+5$/h%+'&.

#

=2%+5(.

#

"

&

%+%'

%

N6

$

!

&2

'+%&./\%+&%-

#

=2%+5(*

#

"

&

%+%'

%

6OZ

!

&2%+5(&'/\

%+'%$

#

=2%+5(5

#

"

&

%+%'

#结果表明两法高度相关#有很好的

直线相关性)

'

!

讨
!!

论

近年来标记免疫分析法自动化发展迅速#放射免疫分析

法*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和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法等多种)在几种方法中#由于
6PN"3

不受样

品的自然荧光干扰#集酶标*同位素标记的优点于一身#具有灵

敏度高#特异性强#稳定性好#标记物制备简便#试剂储存时间

长#检测重复性好#操作流程短#标志曲线范围宽#应用范围广

泛#无放射性污染#试剂价格合理等优点+

-

,

)成为继放射免疫

分析法之后#标记免疫分析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被称之为

0零本底1的检测方法+

$4.

,

)

本组试验
6PN"3

法检测血清
6OZ

采用的双抗夹心一步

法#而
P"3

法是采用竞争性的反应#被测物与标准物都不能完

全参与反应#放射免疫试剂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结果的准

确性和灵敏度都不理想)试验表明
&

种方法检测血清中
6OZ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6PN"3

法试剂有效期长#

检测结果准确#安全无毒害#彻底解决了
P"3

法长期困扰的放

射性辐射污染问题)是目前免疫分析中最有发展前途的一项

免疫超微量检测手段#非常适用于生物学*医学上的超微量

分析+

*4)

,

)

在甲状腺疾病的研究中#应用
6PN"3

对甲状腺激素进行

定量分析#可以特异而灵敏地反映甲状腺代谢的功能状态#揭

示下丘脑
4

垂体
4

甲状腺轴系之间的调控关系和甲状腺疾病的

性质#有助于甲状腺及有关疾病的诊断)

临床上广泛采用
N6

-

*

N6

$

*

6OZ

作为常规诊断指标来反

映甲状腺的功能状态)血清中此类激素的水平与甲状腺的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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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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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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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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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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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状态成平行关系)

'+$

!

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诊断
!

从以上数据来看#甲状腺功能

亢进患者血清中
N6

-

*

N6

$

极大多数患者呈平行性升高#其中

有
&

例
N6

-

的测量值比健康人高出
$

!

.

倍#而
N6

$

的增高不

明显)这种症状被称为0

6

-

型甲状腺功能亢进1#临床上称为

0

6

-

毒症1)由于
6

-

*

6$

可随
6aM

浓度和结合力的增高而升

高#降低而减低)因此#在
6aM

正常时#

N6

-

*

N6

$

值很稳定#

估计甲状腺功能状态的价值优于
6

-

*

6$

#是诊断亚临床灵敏指

标)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时#血清
6OZ

多为0测不出1的极

低水平!继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垂体良性肿瘤&#血清
6OZ

增高或正常#所以
6OZ

是诊断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符合率

较高的初筛性指标)由表
&

可以看出!在诊断临床甲状腺功能

亢进时#

N6

-

*

N6

$

*

6OZ

的临床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1

*

55+&1

*

55+.1

)在诊断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时#

N6

-

*

N6

$

*

6OZ

联合检测的临床诊断符合率明显提高)这与资料上的说

法是相一致的+

(

,

)

'+/

!

状腺功能低下的诊断
!

从以上数据来看#甲状腺功能低

下患者血清中的
N6

-

*

N6

$

低于健康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低

下患者#

6OZ

明显升高)甲状腺功能低下时#受垂体
6OZ

的

作用#

6

-

合成与分泌增加#又因代谢的需要#低活性
6$

脱碘生

成高活性的
6

-

#因此#甲减时#血清
6$

下降较
6

-

明显)部分

患者
6

-

值下降则不明显或正常)有接近
&%1

的中低患者#

6OZ

上升#但血清中
N6

-

*

N6

$

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由于

甲状腺功能低下患者临床上常常无特异性表现#且多为亚临床

型#因此#诊断较为困难)这时#如果血清
N6

$

水平在正常范

围内#可考虑测定
6OZ

#它是甲状腺功能低下最灵敏的指标#

对亚临床或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均有重要诊断价值)甲状

腺功能低下时#有时
6OZ

测不出或处于正常水平#则指示有

下丘脑或垂体性疾病的存在#此时可进行
6PZ

兴奋实验)

由表
&

可以看出!在诊断临床甲状腺功能低下时#

N6

-

*

N6

$

*

6OZ

的临床 诊 断 符 合 率 分 别 为
('+(1

*

5%+51

和

5.+$1

)在诊断临床甲状腺功能低下时#

N6

-

*

N6

$

*

6OZ

的临

床诊断符合率很明显的提高)这与资料上的说法是一致的+

(

,

)

'+'

!

用
6OZ

*

N6

-

*

N6

$

来判断甲状腺功能及其病理变化)其

方法如下!初诊中若测得
6OZ

正常#则甲状腺功能正常%

6OZ

升高#再测
N6

$

#如其正常#则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低下%

6OZ

未检出#再测
N6

-

#如
N6

-

正常#则为亚临床甲亢#

N6

-

升高则

为甲亢)但也有人认为#

6OZ

在健康人与甲状腺功能亢进患

者之间有
.1

以内的交叉#对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的患者临床

意义不大%对垂体分泌
6OZ

瘤及下丘脑甲状腺功能低下时#

血清
6OZ

反而明显升高%

N6

-

与
N6

$

对甲状腺激素不应症与

甲状腺功能减退应用甲状腺激素治疗时#也无临床鉴别甲状腺

功能的意义#故而#对上述情况还需具体分析)

6OZ

是由垂体

分泌的#在促进甲状腺激素$

6

-

*

6$

&合成和释放的同时受
6

-

*

6$

的反馈调节#因此甲亢时
6

-

*

6$

升高#

6OZ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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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标本采集后不同放置时间离心对血糖测定结果的影响

李方伟!蒋
!

勇"江苏省宜兴市十里牌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真空管分离胶采集血液标本放置不同时间!然后离心分离血清对血糖测定结果的影响$

方法
!

对
.%

例健康体检者采集标本!分别置于标记
'

&

&

&

-

的含分离胶的真空采集管中!分别在采集后
'

&

&

&

-?

离

心分离血清!然后测定血糖$结果
!

放置不同时间离心分离血清的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全血测定值随放置

时间延长而降低$结论
!

标本采集后要及时分离!避免血糖测定值降低$

"关键词#

!

血糖'

!

分离胶真空采集管'

!

离心分离'

!

血糖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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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是临床常用的重要检查项目#其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

响到患者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检验数据#有

赖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其中分析前的质量控制不

可忽视)同时要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保证其贯彻执行)在

日常工作中#存在很多偶然因素#都可能会直接影响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如标本采集方法及时间*取血部位*标本的及时离

心*测定方法*测定时间*药物干扰*标本保存方法等)本研究

对本院
.%

健康体检者#采用含分离胶的真空采血管采血#每人

血样分别置于标记
'

*

&

*

-

的试管中#标记
'

在室温放置
'?

后

离心#标记
&

在室温放置
&?

后离心#标记
-

在室温放置
-?

后

离心#然后进行血糖测定#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本院门诊健康人群
.%

例)

$+/

!

试剂
!

己糖激酶终点法试剂由北京利曼德公司生产#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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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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