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来的使用中#该仪器故障率较低#性能良好,通过对该仪

器部分性能测试数据也表明#其精密度高#稳定性好#携带污染

率低#线性良好#完全可以适应临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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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加样携带污染的探讨

王永胜"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加样针的携带污染问题&方法
!

选取
)'

例血清样本"

#'

例阳性!

#'

例阴性%!在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上做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酶联免疫吸附"

0P̂43

%试验&结果
!

做出
$

例加样污染的假阳性结果&结论
!

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加样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携带污染!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进行改进!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关键词#

!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

!

携带污染$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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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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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医院检验科都采用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做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0P̂43

&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操作人

员的工作强度#达到了加样+洗涤+分析的标准化#减少了人为

操作误差#避免了由于手工加样带来的生物安全隐患,但是全

自动加样仪加样针容易引起携带污染#即交叉污染问题#造成

一定程度的假阳性现象)

"

*

,以本院检验科仪器为例进行分析

讨论#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
!

选取本院做过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检测的门诊

或住院患者的血清样本
)'

例#其中不同浓度阳性样本
#'

例#

!

"

9J

值从
#%&

到
$'%$

不等,阴性样本
#'

例,

$%/

!

试剂和仪器
!

仪器为亚特斯公司
20c/02!O]b-

全自

动酶联免疫分析仪#试剂盒采用厦门新创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
0P̂43

诊断试剂,

$%'

!

方法
!

每个阳性标本后做一个阴性样本#单数号
"

+

$

+

&

4

$7

为阳性标本#

#

+

)

+

(

4

)'

号为阴性标本#按标准流程上机

做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0P̂43

测定,

/

!

结
!!

果

每个样本的
!

"

9J

值见表
"

#

!

"

9J

&

"

为阳性,

表
"

!

)'

例标本对应的
!

(

9J

值

样本号
!

"

9J

样本号
!

"

9J

样本号
!

"

9J

样本号
!

"

9J

" 7%& "" #&%' #" "*%$ $" "$%(

# '%# "# '%7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 '%( $( $%(

续表
"

!

)'

例标本对应的
!

(

9J

值

样本号
!

"

9J

样本号
!

"

9J

样本号
!

"

9J

样本号
!

"

9J

* #%& "* #*%& #* "7%" $* ##%'

1 '%) "1 '%7 #1 '%) $1 '%)

7 #"%' "7 "$%) #7 "'%) $7 #$%'

"' '%$ #' '%$ $' '%& )' '%&

$

例阴性标本
"(

+

#)

+

$(

号做成了阳性结果#说明均为前

一阳性标本污染所致,

'

!

讨
!!

论

'%$

!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看出#在加样强阳性样本后会出现携

带污染#导致假阳性结果,不过通常情况下污染后的
!

"

9J

值

不会很高#一般在
)

以下,那么在日常工作中要对
!

"

9J

值较

低的弱阳性标本进行双孔复查#以排除假阳性结果,

'%/

!

可以把加样针改为一次性的
MA

G

头加样#这样会杜绝污

染问题#但是加样耗时更长#实验成本更高,

'%'

!

改进样品针的洗涤剂或洗涤程序#比如增加洗涤次数等#

这可以减少携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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