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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联合检测在肝硬化与肝癌患者诊断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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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甲胎蛋白#

!*

4/4

岩藻糖苷酶 #

!

铁蛋白#

!

转铁蛋白#

!

肝硬化#

!

原发性肝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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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血清甲胎蛋白$

3]Z

&*

*

4/4

岩藻糖苷酶$

3]g

&*

铁蛋白$

O]

&及转铁蛋白$

1?

&检测对肝硬化与肝癌患者的临床

诊断价值#本文对
)$

例肝硬化失代偿期及
)$

例原发性肝癌患

者进行研究#并与
)$

例健康人对照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检测对象
!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5#')

岁)肝硬化患者根据病史*体检*生化和影像

学检查确诊)原发性肝癌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

均
5*'#

岁#所有肝癌患者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健康对照取

自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

$'/

!

检测方法
!

3]Z

*

O]

及
1?

测定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及试剂盒均使用美国贝克曼库尔

特有限公司的
3""!OO&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和配套试剂盒)

其测定原理为以金刚己烷
30ZZP

作为发光底物#采用双抗体

夹心模式+

#

,

#即标本中的抗原与固相中的单克隆抗体结合#再

与液相中以金刚己烷标记的多克隆抗体结合)因待测抗原总

量与仪器测得的发光单位量$

/̀g;

&存在正比的关系#由此求

出
3]Z

*

O]

及
1?

的含量)按要求加样)血清
3]g

测定采用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的
3g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

配套试剂盒)其测定为连续监测法#其测定原理为
3]g

催化

"WZ]

水解生成
&4

氯
45

硝基酚$

"WZ

&#后者在测试环境下呈现

明显黄色#引起
5$,8-

处吸光度值升高)连续监测吸光度升

高速率#可计算出样品中
3]g

活性)

1?

测定为免疫散射比浊

法#利用抗人
1?

血清与待检测的
1?

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

物#其光吸收和散射浊度增加#与标准曲线比较#可计算出
1?

含量)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以
HYD

表示#并做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肝硬化与肝癌患者血清
3]Z

*

3]g

*

O]

及
1?

检测结果见

表
#

)统计学处理显示肝硬化与肝癌患者
3]Z

*

3]g

*

O]

的含

量均较健康对照组高$

!

$

$'$#

&%肝硬化与肝癌患者
1?

含量

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肝硬化患者血清
3]g

和
O]

的

含量较肝癌患者低$

!

$

$'$#

&%血清
1?

含量在肝硬化与肝癌

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若
3]Z

含量以
&$

"

.

"

-/

为判断标准#则肝硬化患者阳

性率为
)$2

#肝癌患者的阳性率为
*('(*2

#健康对照组均

3]Z

$

#$

"

.

"

/

%若以
3]g

%

5$g

"

/

为判断标准#则肝硬化患

者阳性率为
))'))2

#肝癌患者的阳性率为
%$2

%若以
O]

%

)$$

"

.

"

/

为判断标准#则肝硬化患者阳性率为
)$2

#肝癌患者

的阳性率为
%$2

#健康对照组均
O]

$

#&$

"

.

"

/

%若血清以
1?

$

&'&$

.

"

/

为判断标准#则肝硬化患者阳性率为
(('(*2

#肝癌患

者的阳性率为
5)'))2

#但健康对照组中阳性率亦达
)('(*2

#故

健康人血清
1?

含量与肝硬化与肝癌患者有较大重叠)

表
#

!

肝硬化与肝癌患者血清
3]Z

)

3]g

)

O]

及

!!!

1?

检测结果%

HYD

&

组别
+ 3]Z

$

"

.

"

-/

&

3]g

$

g

"

/

&

O]

$

"

.

"

/

&

1?

$

.

"

/

&

肝硬化组
)$&)'&#Y##'&5 )%'$*Y#,'$(&&5',+Y#(&')$ &'#$Y$',$

肝癌组
)$)%'$(Y#+'+$ *)'#(Y&*'%)5*5'$*Y#,('+5 &'&)Y$'5+

健康对照组
)$ 5'*$Y#'+$ )$'+5Y+')) 5#'*%Y&$',, &',+Y$'(,

'

!

讨
!!

论

肿瘤标志物是指肿瘤分泌或脱落到体液或组织中的物质#

或是宿主对体内新生物反应而产生并进入到体液或组织中的

物质)这些物质反映肿瘤细胞恶性转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细

胞表型及基因型的内在特性#并与肿瘤的生长扩散和发展有密

切关系)

3]Z

是在人胎儿血清中发现的一种专一性甲种球蛋白)

3]Z

作为肝癌诊断的最佳标志物+

&

,

#肝癌中
3]Z

检测阳性率

为
*$2

!

%$2

)可见还有
#$2

!

)$2

的肝癌患者
3]Z

含量

低而检测不出)本文对肝癌组
3]Z

检测阳性率为
(%2

#说明

仅检测
3]Z

易造成漏诊或误诊)

3]g

是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细

胞和体液中#尤以肝*肾组织中的含量最高)其可催化含岩藻

糖基的糖蛋白*糖肽*低聚糖和糖苷进行分解代谢)肝脏是富

含溶酶体的器官之一#本文检测的肝癌血清中
3]g

活性明显

高于对照组和其他肝脏疾病组#其诊断阳性率为
%$2

)其是

近年来建立起来的诊断肝癌的一种敏感性指标#它弥补
3]Z

的不足#提高了肝癌的早期诊断率+

)

,

)本文测定结果显示#

3]g

阳性率为
+$'%2

#与
3]Z

联合检测可使阳性率提高到

%&'52

#明显高于单项)

O]

是细胞内贮铁蛋白质#主要由肝脏合成)

O]

是目前公

认的肿瘤标志物之一#在肝癌*肺癌及结肠癌均可升高#但肝癌

患者
O]

升高尤为明显#据文献报道阳性率达
*,2

!

%,2

#与

肝炎*肝硬化等慢性肝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本文结果

与之相似#显示
O]

检测是诊断肝癌的灵敏指标之一)关于肝

癌时
O]

升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肿瘤生长引起肝细胞的损伤

和坏死#贮存于肝细胞中的
O]

进入血中#且肝脏处理循环中

O]

的能力下降%此外#亦有作者认为肝癌患者
O]

的异常升高

与肿瘤直接分泌
O]

进入血中有关)

血清
1?

是
0

#

球蛋白中能与铁结合的一种糖蛋白#在肝脏

合成#是血清铁运输的主要载体)血清
1?

不仅限于直接参与

铁代谢#而且能抑制细菌和病毒的生长#血清
1?

水平降低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机体抗感染能力减弱)目前有学者认为血清
1?

含量可作为肝硬化与肝癌患者诊断的一项参考指标+

,

,

)本文

结果显示血清
1?

含量在肝硬化与肝癌患者较健康人低#但由

于在肝硬化*肝癌及健康人中血清
1?

含量重叠明显#故其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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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有限#难以单独用于肝病患者的临床诊断)

参考文献

+

#

, 章谷生
'

发光分析和发光免疫技术+

0

,""余传霖
'

现代医

学免疫学
'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

!

*#('

+

&

, 于兴#胡章华
'

原发性肝癌甲胎蛋白阴性误诊
+5

例分析

+

U

,

'

中国误诊学杂志#

&$$)

#

)

$

%

&!

#)#*'

+

)

, 郭英辉#张啸#钱礼
'

肝细胞癌肿瘤标志物的最新研究

+

U

,

'

国外医学!内科学分册#

#%%,

#

&&

$

#

&!

&)4&('

+

5

, 杨春生
'

实验诊断学+

0

,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

#$&4###'

+

,

, 瞿中和#王喜忠#丁明孝
'

细胞生物学+

0

,

'

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

&$$#

!

5#,45&*'

$收稿日期!

&$##4$*4#,

&

Q:@R-=8"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故障分析及维护保养

段正军!徐
!

杰!刘学梅!田鹏飞!彭夕芝"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中心实验室
!

*)$$5(

$

!!

"关键词#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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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由美国
Q:@R-=8

"6DC<:A

有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设备#该仪器具有检

测速度快*准确性高*重复性好*故障率低等优点#深受广大检

验工作者好评)本所
&$$&

年引进此仪器#已使用
+

年)由于

平常对仪器进行精心维护与保养#目前该仪器仍处于良好的工

作状态#延长了仪器的使用寿命#保证了本实验室日常的生化

检验)现将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报道如下#仅供参考)

$

!

故障分析

$'$

!

故障分析一
!

仪器报警0

"gV!11!]3J/!P L31!̀

Q/3W[1!O1

1)主要原因!$

#

&冲洗站有堵塞或胶擦有磨损#

应及时检查并进行更换)$

&

&反应杯内外部有污垢或反应杯有

破损#检查并清洗反应杯%如反应杯有破损#应立即更换新的反

应杯)$

)

&运行
"e5

反应杯清洗程序)

$'/

!

故障分析二
!

仪器报警0

PJL31!̀ Ng1 N]/J04

J1O

1)主要原因!$

#

&仪器在备用状态下一段时间后#首次运行

时可能会出现#只要运行过程中不出现此现象#应属于正常现

象#不予处理)$

&

&检查水质检测器是否连接正常#是否太脏6

如太脏时#应立即清洗处理)$

)

&水质及供水系统良好干净#必

要时须更换过滤芯)

$''

!

故障分析三
!

仪器报警0

1!0Z!̀ 31g̀ !"NW1̀ N/

]3J/g̀ !

1)主要原因!$

#

&仪器刚启动时未达到规定的温度

范围)$

&

&室温太高#仪器不能有效控制#应开启空调设备#降

低室内温度)$

)

&冰箱制冷器老化或太脏#制冷效率下降所致)

$'1

!

故障分析四
!

仪器报警0

0N1JNW!̀ Ǹ̀

!

!̀3T!W1

Z̀ NQ!gZ

"

PNLW

1)主要原因!$

#

&先按0

\N0!

1键#检查

试剂针运动情况)$

&

&检查试剂臂外盖*轴*传动带等是否有摩

擦阻力#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光电传感器是否正常)如光

电传感器存在问题#应及时与贝克曼维修工程师联系更换)

$'2

!

故障分析五
!

仪器报警0

L31!̀ Z̀ !OOg̀ ! 1NN

\JT\

"

/NL

1)主要原因!$

#

&检查水压表指示是否正常)$

&

&

离子水供应系统是否正常#供水开关是否打开)$

)

&系统是否

处于漏气状态)$

5

&进水阀*浮子传感器连接是否正常)$

,

&压

力传感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上述分析仍然不能解决者#请

与贝克曼维修工程师联系)

$')

!

故障分析六
!

试剂针或样品针上产生水滴)主要原因!

三通阀老化磨损#首先检查管道连接是否正常*气泡发生器是

否正常#然后再检查三通阀并进行更换)

$'.

!

故障分析七
!

仪器报警0

/N3P L3O!hg!O1!P

#

Qg1WNO!"1Ǹ L3O/N3P!P

1)主要原因!$

#

&样品架条

码太脏#应及时更换新的条码)$

&

&扫描架子的光光电管脏了#

用乙醇棉球擦干净即可)$

)

&检查光电管是否老化#更换新的

光电管)

/

!

维护与保养

/$

!

每日开机前用
*,2

的乙醇擦拭样品针*试剂针*搅拌针的

表面#检查压力表压力是否处于正常范围#检查浓缩清洗液*探

针清洗液的液面水平#必要时进行更换)检查比色杯擦拭器的

运行情况#是否有磨损#如有磨损#应及时更换)

/'/

!

每周用
&$2

稀释的次氯酸钠液清洗样品针和试剂针内

部#如果样品针出现挂水珠时也应冲洗#清洗蠕动泵上的过滤

器%每两个月检查清洗液稀释瓶*蒸馏水瓶*探针清洗液和浮动

感应器是否长菌并清洗)每
)

个月至半年应清洗比色杯一次#

确保吸光度值在
&,$$$

以上)经常检查冲洗站出水*吸水是

否正常)

总之#

Q:@R-=8"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应专人使用*保

养#不少实验室不重视仪器的定期保养和维护#无法保证仪器

一直处于良好状态#严重影响检验质量)因此#实现溯源性的

前提之一是重视仪器的定期保养和维护+

#4&

,

)操作人员应先培

训后上机#严格执行厂商提供的操作程序及保养程序#建立仪

器维护档案*维修保养情况及处理方法#确保仪器处于良好的

工作状态#为患者和临床医师提供真实*可靠的检验数据#更好

地为患者和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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