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

#

81&是继
))OX5

"

##

之后构成该地区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

血基因携带者的两种常见缺失型基因型*目前已有的研究表

明#

)

#

916广泛地分布于非洲)地中海)东南亚及中国等国家或地

区的人群中#并有很高的发生率#

)

#

81&主要分布于亚洲人群#但

其发生频率普遍较低+

#

#

%

,

*此外#本研究检出两种常见的非缺

失型
#

!O

#

"

##

$

%1#7R

%及
#

fO

#

"

##

$

#1$9R

%#但基因携带率分别

低于广西百色市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人群的
%1"R

及

#1#R

+

8

,

#这可能受到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基因携带者的

人群或地区分布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可能与本研究样本

量相对较小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

4!W

联合
2C

电泳是筛查儿童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方法#值得推广应用(血液学筛

查的阳性病例应做基因型检测以提高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

血检测的准确性#基因型检测应以
))OX5

基因型为重点#这对

于提供准确的婚配遗传信息及实现优生优育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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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血锌时不同进样位置致系统误差分析

邓通洋"浙江省瑞安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9&"&$$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锌"

g<

#时不同水平进样位置所测结果存在的系统误差%方

法
!

从儿童保健门诊的
#$$

例儿童静脉血标本中随机抽取
&$

份标本!采用随机分组设计的方法!每份标本制成可

以认为锌浓度相同的
"

份待测样品!然后随机分配到
5

$

P

$

!

$

\

$

X"

个进样点测定
g<

的吸光度"

3\

#值!其中
X

点

为对照点!标准液测定和空白液调零均在次位置进行!对
"

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

除
5

点外!

P

$

!

$

\9

点与

对照点
X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且与对照点
X

的
3\

值差总是为正数或者负数%结论
!

用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全血锌时!同一样本在不同进样位置测定可能存在系统误差!测定时最好固定水平进样位置%

"关键词#

!

锌'

!

进样位置'

!

系统误差'

!

雾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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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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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g<

%是很多酶的组成部分#人体内有
&$$

多种酶含锌#

并为酶的活性所必需+

#

,

#锌代谢紊乱也会影响儿童体格)智能

的正常发育+

&

,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因其灵敏度高#重复

性好而成为目前临床实验室测定血液锌最常用的方法*某公

司生产的原子吸收光谱仪具有光源一体化装置)多通道光学系

统)无需样品前处理等诸多优点*但是在多年的操作观察中发

现#同一样本由于水平进样位置不同所测结果会出现恒定的系

统误差#现采用随机分组设计的方法来分析此类误差*

$

!

材料与方法

$1$

!

材料
!

本院儿保门诊健康体检
&

!

"

岁儿童
#$$

例#采用

P\

公司的血液微量元素专用真空管采集静脉血#采用随机数

字法随机抽取其中
&$

管*

$1/

!

仪器与试剂
!

某原子吸收光谱仪#五元素复合阴极灯#空

气压缩机压力为
$1&"4+A

#乙炔压力表为
$1$S4+A

#燃烧头

和狭缝均为厂家固定值#雾化器雾化效果优#雾呈扇形(仪器配

套用标准液$

g<

浓度分别为
$

)

$1#"

)

$19$

)

$18"

+

@

"

KV

%和样

品稀释液*

$1'

!

方法

$1'1$

!

样本处理
!

对随机抽取的静脉血#每管用同一移液器

准确吸取
8$

+

V

加入到
#KV

专用稀释液中#制成可以认为锌

浓度相同的
"

份待测样本#再采用随机数字法随机分配到
5

)

P

)

!

)

\

)

X"

个处理组中#

&$

管设计成
&$

个区组*共制成
#$$

份样品#摇匀#待测*

$1'1/

!

实验设计
!

在操作平台水平面上选取
5

)

P

)

!

)

\

)

X"

个进样点#其中前
8

个点分别是一个
#SBKU7BK

的长方形的

8

个顶点(

X

点是长方形的对角线的交点#也是对照点$固定

点%#即标准液的测定和空白稀释液的校零也在此点进样*

5

)

P

)

!

)

\

)

X"

个处理组的各
&$

个样品分别在相应字母的进样点

进样*为了回避作标准曲线时出现的误差#结果均采用原始数

据.吸光度值/来进行分析*

$1'1'

!

仪器准备
!

启动仪器#点击.自动能量平衡/#灯预热

9$K;<

后#调节各气体压力#按照仪器操作规程点火#燃烧头

预热
#$K;<

#再次点击自动能量平衡到能量到
#$$R

*用去离

子水清洗
&K;<

*

$1'11

!

样品测定
!

在
X

点上用浓度为
$

号的标准液校零#然

后分别测定
8

个标准液#得到
@N$1777

的标准曲线*用空白

稀释液在
X

点校零$每测定
#$

个标本校零一次%#再分别在
"

个进样位置测定
"

个处理组#得到吸光度值表
#

*

$1'12

!

统计学方法
!

对
#$$

例门诊儿童同时进行全血
g<

测

定#吸光度值
+)+

图进行正态性检验#发现其近似正态分布#故

可对
"

组数据用
O+OO#61$

进行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测

得数据以
'T8

表示#以
!

"

$1$"

判断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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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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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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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位置吸光度测定值和
!

值

项目
X 5 P ! \

吸光度值
$1$S"$T$1$##S $1$S"7T$1$#&6 $1$SS&T$1$#&$ $1$S#6T$1$##" $1$S#$T$1$#$%

!

值$与
X

点比较%

Z $19%9 $1$$& $1$$&

"

$1$$#

/

!

结
!!

果

除
5

点外#对照点
X

与
P

)

!

)

\9

个进样点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1$#

%#说明如果不固定进样位置#所测结果即使

是同一样本也可能不同*并且
P

)

!

)

\9

组与对照组的吸光度

值差总是单向的#总是为正或者总是为负*说明系统误差的存

在#

9

点相对误差在
Z816R

到
916R

之间*

'

!

讨
!!

论

在
/!+)5XO

的分析中#雾化器和进样系统对光谱仪的分

析性能有重要影响+

9

,

#同一份样本#在气体流量)狭缝)灯电流)

负高压)进样毛细管未堵塞等其他条件都固定的前提下#只是

在不同进样位置进样得到不同的结果#据此可以推断是由雾化

器的提升量的差异所致*

该原子吸收光谱仪采用的是玻璃雾化器#进样毛细管一端

连着一个小的玻璃限流管#另一端连着一不锈钢细管*在不同

进样位置#根据被普遍认同的流速公式
=N

#

$

*

"

I

%

$1"

$

6

+

"

7

%

$1"

#其中
*

"

I

是弯径比+

8

,

#毛细管和不锈钢细管的连接处的

角度以及毛细管本身的弯曲半径发生变化#那么单位时间内流

经毛细管的流量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引起雾化器的提升量发生

变化#出现系统误差*虽然这个误差是变化的#有时候可能随

着位置的变化转变为允许误差或等于零#但是本着对实验结果

对真实值的追求#日常测定全血
g<

时最好固定水平进样位

置#通过这一简单的改进措施来消除这一系统误差*

近年来#国内粗略统计有
#&

家原子吸收光谱仪#先后推出

了
"6

种型号的仪器+

"

,

#大多数仪器都不在医学实验室使用#本

实验无法去验证其他型号的仪器是否存在同类问题#而且不同

仪器的雾化器很多也不可通用*雾化器的评价项目有提升量)

雾化效率)记忆效应等#但是这些项目均需特殊设备和技术#一

般光谱实验室无法完成*所以对于此次实验结果的进一步探

讨还有待于更专业更高级的实验室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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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导致血液报废的原因!进而采取有效针对措施!减少血液的浪费!保证用血安全%方法
!

对
&$$S

!

&$#$

年血液报废原因进行归类$统计分析%结果
!

最主要的原因是梅毒抗体"抗
).+

#阳性$乙型肝炎表面

抗原"

2P(5

@

#阳性!其后依次是脂肪血
#

过期血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
#

破损
#

不足量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高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阳性
#

凝块
#

溶血
#

特殊抗体
#

绿浆%结论
!

为减少血液的浪费!必须做好献血前宣教

及献血征询工作!严格按标准操作规程操作!确保血液的质量和输血安全%

"关键词#

!

血液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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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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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綦江县中心血库
&$$S

!

&$#$

年度血液报废情况进行统

计#对造成血液报废的原因加以分析并制订相应的预防措施#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资料来源于本库
&$$S

!

&$#$

年度无偿献血

#"S%8

人次#所采集的全血)经采血成分科分离制备成
9#6&"

袋#入待检库*献血者通过征询)填表)体格检查)初筛用
!J)

O3

8

比重法测血红蛋白)上海试剂测血型)艾康生物的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

2P(5

@

%金标法测
2P(5

@

合格后#采集血液入待

检库#根据需要发往采血成分科分离制备后再入待检库*检验

科检验报告出来后#标志隔离在采集)分离制备)检测过程中所

发生的不合格血液#不合格血液经质管科确认后进行报废处

理*合格血液从待检库转入合格库#发往临床使用*

$1/

!

方法
!

检查项目及标准#严格按照0献血者健康检查要

求1进行*

/

!

结
!!

果

&$$S

!

&$#$

年綦江县中心血库血液报废原因见表
#

$表
#

中数值均为血液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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