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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指标
!

测定并记录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的呼吸)心

率)血压)血钠)血肌酐)动脉血氧分压)血氧饱和度等指标*

$6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P[PP%:6#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PdC

表示#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6$

!

$"

例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疗效
!

$"

例患者中#显

效
%#

例$

9#6#;

%#有效
%9

例$

"!6#;

%#无效
%

例$

96#;

%#总

有效率为
7!6#;

$

$9

"

$"

%*

%

例患者于治疗第
<

天死亡*

/6/

!

$"

例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前后各项监测指标比较

!

治疗后患者呼吸)心率)血压)血钠)血肌酐)动脉血氧分压)

血氧饱和度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见表
%

*

表
%

!

治疗前后各项监测指标比较&

PdC

'

时间
呼吸

$次"分%

心率

$次"分%

收缩压

$

--3

F

%

舒张压

$

--3

F

%

血钠

$

--,H

"

Z

%

血肌酐

$

'

-,H

"

Z

%

动脉血氧

分压$

Q[/

%

血氧饱和度

治疗前
$"6"d96< %%"6<d%!6% %!#6$d<$6" 7!6<d%"67 %$"6<d967 %9<6%d"6< :6%d$6$ #68%d#6%#

治疗后
$#6%d$6$

$

8968d%%6<

$

%$%6%d%967

$

8#6"d%#6$

$

%<86<d"6$

$

8!6$d86: %%68d%6%

$

#67"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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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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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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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顽固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患者由

于长期肾血液灌流不足#肾皮质缺血)缺氧#多伴有不同程度的

肾功能减退#常规纠正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无效#导致进行性

水)钠潴留#全身水肿#酸碱失衡#电解质代谢紊乱#机体能量代

谢障碍#进一步加重心脏收缩或舒张功能的不足#使肝)肾)肺)

脑等机体重要器官血液灌流不足+

9

,

*

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近年逐步被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

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可以将患者体内潴

留过多的水)钠清除#减轻心脏前负荷(降低心室舒张末期压力

及容量#减少室壁张力#降低心肌耗氧量(经透析后血管内胶体

渗透浓度相对提高#促使水由细胞间隙向血管内移动#有利于

水肿消退(通过透析及置换液电解质的调整#纠正水)电解质代

谢及酸碱平衡紊乱#有利于心功能改善(清除体内的一些药物

抗体#恢复对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的敏感性(增加肝)肾血流

量#降低心力衰竭时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活性#降低

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增加尿量*

+&&3

模式是等渗性脱水#在

脱水时出现低血压的概率极低#并同时可以纠正电解质代谢紊

乱#以此达到纠正顽固性心力衰竭的目的+

"

,

*本组对
$"

例患

者采用床边超滤治疗后#患者呼吸)心率)血压)血钠)血肌酐)

动脉血氧分压)血氧饱和度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改善#总有效

率为
7"6#;

*表明床边超滤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是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的

一种简单)安全)有效的方法#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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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验设计提高总胆汁酸检测试剂盒的抗干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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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提高总胆汁酸检测试剂盒的检测性能&方法
!

通过单因素试验分析和检测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

(Y'P

$浓度对试剂盒抗胆固醇试剂干扰能力&结果
!

(Y'P

浓度为
%-,H

#

Z

时!总胆汁酸试剂抗胆固醇试剂干扰

能力最强&结论
!

在一定范围内!总胆汁酸试剂抗胆固醇试剂干扰能力随缓冲液浓度提高而逐渐提高!最适浓度为

%-,H

#

Z

&这一影响并不是因为增大
(Y'P

浓度使总但汁酸试剂抗酸碱缓冲能力提高实现的&

"关键词#

!

总胆汁酸'

!

胆固醇'

!

抗干扰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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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S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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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汁酸$

1,1/HKAHD/0AI

#

(S>

%是胆固醇在肝脏分解代谢

的产物#它的生成及代谢与肝脏关系密切#因此血清
(S>

的检

测值提供了肝胆系统正常与否的重要信息+

%?$

,

*有学者认为血

清总胆汁酸是惟一可同时反映肝脏分泌状态)合成摄取)肝细

胞损伤
<

个方面的血清学指标+

<

,

*吴为+

9

,的研究也表明!各种

慢性肝病的
(S>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可以说
(S>

是肝病损

伤的明显指标#因此建议将血清总胆汁酸等检测列入肝功能常

规项目*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提高
(S>

检测试剂盒的质量有

较深远的现实意义*

但是#目前很多临床实践证明#肌酐)总胆固醇)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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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试剂对
(S>

的测定可能有较大影响+

"?8

,

#因此临床单位为了

减少其他试剂带来的干扰#会将
(S>

项目单独检测或者优先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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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给临床应用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通过优化试剂

盒的配方#提高了总胆汁酸试剂盒抵抗胆固醇试剂干扰的性

能#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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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6$

!

仪器
!

紫外分光光度计$岛津
=&$9"#

%)日立
:%:#

生化

分析仪*

$6/

!

原料
!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Y'P

%盐$国药集团%)

1GA,?

5>a

$上海蓝园%)

<

*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

*

3Pa3

%$上海蓝

园%)

5>a3

$

EA

F

-/

%)甘氨酸$国药集团%)

['[)P

$

.

HLE

%*定标

品和质控品$

Y>5a4_

%#对照试剂 $

a)5=4

%*

$6'

!

配方
!

根据文献+

%#

,和
a)5=4

试剂说明书确定基本的

试剂配方*试剂
&

配方!缓冲液
"#--,H

"

Z

#

1GA,?5>a%

F

"

Z

#

.

396#

*试剂
+

配方!缓冲液
"# --,H

"

Z

#

5>a3!

F

"

Z

#

<

*

3Pa3"*=

"

Z

#

.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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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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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缓冲液对试剂灵敏度的影响
!

配制以
['[)P

)

(Y'P

)碳酸钠为缓冲液的试剂#通过分析定标值#可以获得试

剂的灵敏度#见表
%

*

表
%

!

不同缓冲液对试剂检测灵敏度的影响

项目
(Y'P

盐 甘氨酸
['[)P a)5=4

空白吸光值
#6##"9 #6##<: #6##8$ #6##!<

定标吸光值
#6#!<8 #6#!#9 #6#<!$ #6%#7"

试剂灵敏度$

%6< %6$! #6!< $6<%

!!

注!

$定标品浓度
#6#99:--,H

"

Z

(试剂灵敏度为单位浓度反应吸

光值的变化*

/6/

!

不同底物浓度对试剂灵敏度的影响
!

通过使用
Y%

和
Y$

分别与
a)5=4

试剂的
Y$

和
Y%

配对检测#发现
Y$

是影响试

剂灵敏度的关键#见表
$

*

表
$

!

<

*

3Pa3

加量对试剂灵敏度的影响

项目
:*=

"

Z %#*=

"

Z %$*=

"

Z %"*=

"

Z

空白吸光值
#6##!" #6##<: #6##7% #6##!7

定标吸光值
#6#:!: #6#7%$ #6%#!8 #6%#:9

试剂灵敏度$

%6": %67! $6%8 $6$9

!!

注!通过优化
<

*

3Pa3

加量#提高了试剂灵敏度#从成本和检测性

能综合考虑#最适浓度为
%$*=

"

Z

*

!!

注!

J/1A,

代表检测样本
%

与样本
$(S>

含量的比值*

图
%

!

缓冲液浓度对试剂抗胆固醇试剂干扰的影响

/6'

!

提高试剂抗胆固醇试剂干扰能力
!

将
Y/BI,V

质控血清

与胆固醇试剂
%#k%

混合作为样本
%

#以血清与水
%#k%

混合

作为样本
$

#减少样本
%

与样本
$(S>

测量值的差异为试验目

标#见图
%

*

'

!

讨
!!

论

'6$

!

通过图
%

可以发现当
(Y'P

浓度提高的时候#试剂抗胆

固醇试剂干扰的能力在加强*当
(Y'P

浓度控制在
%-,H

"

Z

时#检测样本的误差能够达到
7;

以内#符合检测要求*

'6/

!

当
(Y'P

浓度提高时#试剂对抗酸碱中和能力得到了提

高*本试验证明当总胆汁酸试剂
.

3

发生改变时#检测值会降

低#本文试验结果证明固醇试剂对检测值的干扰是使其增高#

因此作者认为
(Y'P

浓度升高#提高了总胆汁酸测定试剂盒抗

胆固醇试剂的能力#不是因为
(Y'P

浓度升高#增加了试剂的

酸碱缓冲能力*胆固醇试剂的配方比较复杂#这些成分可能加

速了
(S>

试剂的反应速率#从而提高了检测值*通过提高

(Y'P

浓度#可能使这些成分对速率的影响降低了*

1

!

展
!!

望

作者准备下一步通过研究胆固醇试剂盒各个成分对总胆

汁酸试剂盒检测结果的影响#其目的是找到这种使总胆汁酸检

测提高的物质*作者判断这种物质可能是总胆汁酸检测试剂

盒某种工具酶的激活剂*如果假设正确#那么一方面可以减少

酶的加量#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从根本上提高试剂抗干

扰性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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