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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日立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Q

模块试剂交叉污染现象!探讨解决方案%方法
!

将
Q

模块
3

组通道均配置项目后!按单组或
3

组同时测定各项目"重复
4

!

*

次$!统计分析各项目结果!验证是否存在交

叉污染!若不存在则可按该配置进行临床标本的检验工作#若存在应进一步将
3

组项目按不同组合再检测!确定具

体是哪两个项目存在交叉污染!以便对通道进行调整%结果
!

由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6K0

$和清蛋白"

6=<

$分别

与尿酸"

Z6

$组合检测结果可以确定
Z6

受
6=<

污染会导致结果偏高%结论
!

运用该验证方法能有效避免
Q

模块

各项目间的交叉污染!提高了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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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模块#

!

交叉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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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是生化分析仪使用过程中永恒的话题#因为临床

检验结果准确,可靠是临床检验工作的首要前提#而交叉污染

是严重影响检验结果准确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解决起来困难

而繁琐+现就本科室在日立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

过程中关于
Q

模块交叉污染问题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

年
""

月作者发现尿酸$

Z6

&从
/

模块移至
Q

模块后检测

结果差异较大#且在做室内质控时该项目在组合测定与单独测

定时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反复检查过
Q

模块的试剂喷嘴和

搅拌器#并按规定进行了保养维护#各试剂喷嘴未见堵塞#试剂

喷嘴和搅拌器表面无结晶和污物,也无滴漏水的现象#基本可

以排除由于维护不当所带来的污染+为查明原因#作者进行了

Q

模块的交叉污染验证试验#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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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交叉污染验证试验依据
!

Q

模块是以
3

个项目为一组的

随机取样方式#见表
"

+对于有可能交叉污染的项目#在设定

通道时不要像表
"

所示$

&

,

+

,

"(

&的纵向排列+)出现问题时
Q

模块的通道设置为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6K0

&,

4

!碱性磷酸酶,

3

!

,

谷氨酰转移酶,

*

!总蛋白,

+

!清蛋白$

6=<

&,

!

!总胆红素,

)

!直接胆红素,

,

!总胆固醇,

"(

!

Z6

,

""

!尿素,

"&

!三酰甘油#最后一组通道$

"4

!

"+

&闲置#经研

究分析#可能与
Z6

产生交叉污染的项目为
6K0

和
6=<

*+

表
"

!

样品吸量器与项目通道的关系

组号 分析通道

" " & 4 3

& * + ! )

4 , "( "" "&

3 "4 "3 "* "+

$''

!

试剂
!

6K0

$速率法&,

Z6

$尿酸酶比色法&检测试剂由日

本和光公司提供#

6=<

$溴甲酚绿法&检测试剂由北京中生公司

提供+

$'1

!

方法

$'1'$

!

.对照值/的确定
!

以质控血清$批号
6B:7C7FA

()("(""

&作为样本#单独测定
Z6*

次#取均值作为相应项目

的.对照值/+

$'1'/

!

交叉污染确认
!

用分析血清
6B:7C7FA()("(""

#将

6K0

和
Z6

,

6=<

和
Z6

组合后分别测定
*

次#分别计算各组

合中
Z6

的均值#如
Z6

均值与对照值相差
*5

以上确定为

污染+

/

!

结
!!

果

由
6K0

和
6=<

分别与
Z6

组合检测结果可以确定
Z6

受

6=<

污染会导致结果偏高#见表
&

+

表
&

!

交叉污染确认结果

组别
Z6

均值$

$

A7=

"

J

& 偏差$

5

&

单测
4,( Y

与
6K0

组合
4,4 (')

与
6=<

组合
334 "4'+

!!

注!

Y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生化检验全面步入现代化

的进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检验工作者提供了快速,准确,重

复性好的数据+然而在实验过程中可能有许多问题不被发现

或被一种倾向所掩盖#交叉污染就是生化检验中的一项重要课

题#是导致误差,误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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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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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例#其
Q

模块检测原理和
/

模块相

同#都是采用吸收光谱分析法对样本进行检测#但工作方式与

/

模块不一样+从仪器使用说明书可知#

Q

模块采用四针同时

加样技术#分别由
3

支加样注射器控制
"

至
3

号加样针的精

度#相互之间出现交叉污染的概率不大+试剂针则不同#

Q

模

块的
"+

个检测项目通道都有各自独立的试剂喷嘴#由于每个

检测通道都设置了
R"

和
R&

两个试剂管路#所以共有
4&

个试

剂喷嘴+试剂的取样方式也与
/

模块不一样#没有采用试剂

针直接取试剂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各通道独立的取试剂管道#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设计不应该存在交叉污染的问题+但是
Q

模块没有对每个试剂通道使用一个独立的注射器加注试剂#只

是采用了
3

支试剂注射器来控制
4&

个试剂通道#而在试剂管

路中采用了复杂的阀门系统进行切换#由于缺少相应资料#具

体的工作原理无从知晓+从仪器使用说明书中可以知道
Q

模

块中各个通道与试剂注射器之间的关系+

Q

模块试剂吸量器

有
3

支#第
"

试剂和第
&

试剂各用
&

支吸量器#其
"

号分管通

道均有两组#分别为
"

,

*

,

,

,

"4

和
&

,

+

,

"(

,

"3

%

&

号分管通道也

均有两组#分别为
4

,

!

,

""

,

"*

和
3

,

)

,

"&

,

"+

+

通过本次经验教训#作者总结设计出表
4

#供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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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Q

模块使用者在设定好项目通道后验

证交叉污染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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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Q

模块交叉污染初试

编号 通道号

"

!

* " & 4 3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

!

"( Y Y Y Y * + ! ) Y Y Y Y Y Y Y Y

""

!

"* Y Y Y Y Y Y Y Y , "( "" "&

"+

!

&(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4 "3 "* "+

&"

!

&* " & 4 3 * + ! ) , "( "" "& "4 "3 "* "+

!!

注!

Y

表示无数据%

"+

个通道对应
"+

个项目#分为
3

个组#第
"

组为
"

!

3

通道#第
&

组为
*

!

)

通道#第
4

组为
,

!

"&

通道#第
3

组
"4

!

"+

通

道%编号为重复检测各组项目
*

次+

!!

操作步骤!$

"

&将
"+

个项目分为表
4

的
3

个组分别检测
*

次#取均值%$

&

&

"+

个项目同时组合检测%$

4

&统计分析结果#若

某一项目组合检测值与分别检测值比相差
*5

以上为污染$偏

差小于
*5

可按此次设置的项目通道进行临床标本检验工

作&%$

3

&调整受污染项目通道%$

*

&若要确定污染项目#则应按

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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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说明书中会产生交叉污

染的
3

组通道$表
"

纵向排列的
3

组通道&来组合配对再检测+

以上是本科室的一点经验#仅供同行参考+由于各家医院

使用的仪器,开展项目及所用试剂各异#项目组合与顺序安排

也不尽相同#故而检验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问

题#选择出适应自己的既可避免交叉污染又能达到仪器最高效

率的方案+同时#交叉污染属于系统误差中的一种#因此#建议

大家做好室间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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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扎格雷在防治急性脑梗死进展中的临床应用

朱木林!袁云华"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3+(((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奥扎格雷在防止急性脑梗死进展中的作用%方法
!

选择初次诊断为脑梗死的患者
")+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6

组$和治疗组"

1

组$!

6

组
,(

例!

1

组
,+

例%

6

组采用常规治疗"血塞通&胞二磷胆碱&阿司

匹林&阿伐他汀$#

1

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奥扎格雷
)(A

$

'

E

!用药
"

周!观察两组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

S#OKK

$评分增加的患者例数%结果
!

6

组
S#OKK

评分增加例数为
"+

例!占
"!'!)5

!

1

组
S#OKK

评分增加例

数为
!

例!占
!'&,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奥扎格雷添加治疗增强了抗血小板的作用!

显著降低了脑梗死进展加重的比例%

"关键词#

!

奥扎格雷#

!

急性脑梗死#

!

卒中量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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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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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性脑梗死$

9:F7M8>C

H

F7

$

F899>C

&是指发病后局限性脑

缺血#神经功能缺失症状逐渐进展#呈阶梯式加重#直至出现较

严重的神经功能缺损#可持续
+?

至数天+进展性脑梗死的发

病率约占全部脑梗死
&+5

!

345

#且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

率)

"

*

+临床上防治脑梗死进展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本院采用

奥扎格雷添加治疗#观察其在防止急性脑梗死进展中的作用+

$

!

材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神

经内科住院并初次诊断为脑梗死的患者
")+

例#诊断符合第四

届脑血管病诊断标准)

&

*

#均经头颅
N0

"

%R#

证实#排除出血#

年龄
3!

!

!)

岁#发病时间
+

!

3)?

+患者神志清楚#无失语及

严重构音障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S#OKK

&评分在

&

!

&(

分+除外房颤脑栓塞及合并急性心肌梗死#无胃黏膜糜

烂出血#血小板及凝血功能正常+随机分为对照组$

6

组&和治

疗组$

1

组&#

6

组
,(

例#

1

组
,+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发病时间,并发症,

S#OKK

评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治疗方法
!

6

组采用常规治疗$

(',5

氯化钠溶液
&*(

AJ

加血塞通
('3

$

静脉滴注#每日
"

次%

(',5

氯化钠溶液
&*(

AJ

加胞二磷胆碱
('!*

$

静脉滴注#每日
"

次%阿司匹林
"*(

A

$

及阿伐他汀
&(A

$

#每晚口服
"

次&%

1

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
(',5

氯化钠溶液
&*(AJ

加奥扎格雷
)(A

$

静脉滴

注#每日
"

次#用药
"

周+奥扎格雷是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其余药物剂型,厂家相同+合并高血压者#用药前血

压控制在
")(

"

"(*AA O

$

以内#发病
3)?

后收缩压仍大于

"+(AAO

$

者开始降压#选择单用
6N-#

$如贝那普利&与
NN1

$如氨 氯 地 平&或 二 者 联 用#将 收 缩 压 控 制 在
"&(

!

"3(AAO

$

+合并糖尿病患者全部以胰岛素强化治疗控制血

糖#空腹血糖控制在
+

!

)AA7=

"

J

#餐后
&?

血糖控制在
)

!

"(

AA7=

"

J

+

$''

!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入院时的血常规,凝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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