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外酰基
*8/

"

*8/

的比率等#目前广泛用于减肥药物-

#1%

.

)减

肥药物所致精神障碍目前多数研究针对西布曲明#而较少针对

目前应用更多的左卡尼汀#而与左卡尼汀相关精神障碍在临床

上发生率逐年上升#故作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左卡尼汀相关精神障碍者的精神病性,

偏执,敌对,抑郁,焦虑等因子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其他如强迫,恐怖,躯体化,人际关系等因子分与健康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精神病性,偏执,敌对等因子分高#提示

有临床意义的精神病性症状)临床发现主要以幻听,被害妄

想,关系妄想,被洞悉感,被控制体验等为主#同时又有情感不

协调,行为瓦解等伴随症状)而抑郁,焦虑因子分高#提示有临

床显著性的情感症状)众所周知#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

归与下丘脑
1

垂体
1

甲状腺轴,下丘脑
1

垂体
1

肾上腺轴等功能的

紊乱有关#减肥药物通过影响食欲#打乱了正常的生理规律#导

致了下丘脑神经递质的功能发挥紊乱)

(:CA:

等-

"

.发现#左卡

尼汀等减肥药物可能对下丘脑产生影响#而本研究也证实其的

确可产生神经精神症状)下丘脑单胺能神经元可直接与释放

下丘脑调节肽的肽能神经元发生突触联系#通过释放单胺类递

质#调节肽能神经元的活动-

7

.

)下丘脑单胺能神经元的活动不

断受脑内其他部位投射纤维的影响)这其中对
71

羟色胺及多

巴胺合成水平及分布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精神病性症状和情感

症状的出现-

!

.

)临床观察发现#立即停用左卡尼汀等减肥药#

同时应用小剂量的抗精神病或抗抑郁剂治疗#通常症状较快消

除#社会功能恢复完全#后期病情无波动#也佐证了左卡尼汀与

精神障碍之间必然联系的存在)

综上所述#不当使用左卡尼汀可致精神障碍的发生#而所

致精神障碍以精神病性障碍和情感障碍为主#治疗上以停用左

卡尼汀#同时对症小剂量使用抗精神病或抗抑郁剂治疗#可获

得良好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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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两种重要因素对尿液干化学分析仪结果的影响

李银聪"江苏省邳州市铁二处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尿液标本放置时间及剩余试纸条带"试带#保存方法对结果的影响%方法
!

%&

例初入院

患者于次日每人留取两份尿液标本!一份为首次晨尿"早晨第一次尿!规定于
&7

)

&&

!

&!

)

&&

留取#!一份为二次晨

尿!于
&5

)

&&

留取!送检%另外自配质控尿液'分别用两种不同方法保存的剩余试带测试!并连续监测
$&@

%

结果
!

首次晨尿和二次晨尿检测结果存在差异%剩余试带常温保存和放置冰箱保存对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7

#!且随时间的延长差异越大%结论
!

尿液标本放置时间过长和剩余试带的保存方法不当都会使检验结

果不符合真实值%

"关键词#

!

干化学分析仪'

!

尿液标本放置时间'

!

剩余试带保存方法'

!

影响结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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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6"77

"

#&$#

#

&31&5#61&%

!!

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检测参数的逐步增加#测试速度

的不断加快#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检验人员的劳动

强度)但由于干化学检测的局限性,干化学试纸的诸多影响因

素以及检查过程中忽略了许多中间环节#从而直接影响了尿液

自动化分析的准确性-

$

.

)在这许多的影响因素中#标本因素和

测试带的因素是两项尤其重要的因素)由于尿液标本的不稳

定性#贮放室温过久#细菌生长,蛋白分解,氨升高而致细胞,管

型等有形成分破坏#化学成分蛋白,钙离子排出后变化大)以

往强调用晨尿标本#但在实践中注意到#若
&7

!

&&

!

&!

!

&&

时留

取尿液须隔
%

!

7?

才能检查#必然会影响其中成分#有文献报

道现在主张留取二次晨尿#即留
&5

!

&&

!

&6

!

&&

时的尿)测试

带的因素主要是测试带的质量#不同生产厂家的质量好坏可以

通过比较来进行选择#剩余试带的保存不当会使测试带的质量

得不到保证)有的厂家使用说明书上有特别提醒剩余试纸条

带$试带%常温保存并尽快用完#有的厂家则没有提示#因此#作

者针对测试带的保存方法设计本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2$

!

标本的来源和采集
!

初入院患者
%&

例#其中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患者
$&

例#尿路感染
6

例#肾脏患者
%

例#其他
5

例)

首次留尿时间为早晨
&7

!

&&

!

&!

!

&&

#第二次留尿时间为上午

&5

!

&&

)上午
$&

!

&&

所有标本检测完毕)

$2/

!

仪器
!

仪器
T/"#5&

干化学尿液分析仪及
'S+[/X

系

列尿液试纸条(

N[k71#

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

厂%(带盖尿杯)

$2'

!

质控尿液的配制
!

取氯仿$

7=E

"

N

%防腐的健康人混合

尿#灭菌#离心取上清液#测
9

'!2&

!

32&

#比重
$2&$6

!

$2&#%

#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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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所需标准品#使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为
$&&&=

0

"

N

#葡萄

糖含量为
#&&&=

0

"

N

#隐血含量为
$&=

0

"

N

#胆红素含量为
5

=

0

"

N

#酮体含量为
"&&=

0

"

N

#充分混匀后无菌手续分装#封

口#

"Q

冰箱保存备用)

$21

!

方法

$212$

!

两份不同采集时间的尿标本在相同条件下做干化学尿

液分析#分析仪在工作前用质控物进行质控)

$212/

!

用试带测试配制质控尿液#然后将剩余试带分别放置

"Q

冰箱和室温$

$5\#

%

Q

干燥处密封保存#在保存至
$

,

#

,

%

,

"

,

7

,

!

,

5

,

$&

,

$#

,

$"@

中取出用两种不同方法保存的测试带测

定质控尿液#记录结果#每次各平行测定
7

条试带#取其均值)

"Q

冰箱存放的测试带取出后至室温再进行测定)

$22

!

统计学处理
!

用
4

检验#

!

"

&2&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尿液分析仪两次尿标本阳性结果对比见表
$

)

/2/

!

用两种不同方法保存的剩余试带对自制质控尿液的检测

结果对比见表
#

)

表
$

!

尿干化学分析仪阳性结果的符合率%

*

&

组别 尿白细胞 潜血 蛋白质 葡萄糖 胆红素 亚硝酸盐 酮体 尿胆素

一次晨尿阳性
$% 5 3 3 $ " 7 $

二次晨尿阳性
$7 $$ 6 5 % 7 ! 7

完全符合率
5!4 3#4 334 534 P P P P

!!

注!

P

表示无数据)

表
#

!

剩余尿液测试带两种不同方法保存的结果比较

保存

天数

9

'

"Q

$

$5\#

%

Q

蛋白质$

=

0

"

N

%

G

"Q

$

$5\#

%

Q

葡萄糖$

=

0

"

N

%

F

"Q

$

$5\#

%

Q

隐血$

=

0

"

N

%

F

"Q

$

$5\#

%

Q

酮体$

=

0

"

N

%

F

"Q

$

$5\#

%

Q

胆红素$

=

0

"

N

%

G

"Q

$

$5\#

%

Q

$ 32% 32% $&& $&& #&& #&& $2& $2& "& "& &25 &25

# 32% 32% $&& $&& $5& #&& &26 $2& "& "& &25 &25

% 32# 32# $&& $&& $!& $6& &25 &26 "& "& &25 &25

" 32% 32# 6& $&& $7& $5& &25 &26 "& "& &2! &2!

7 32% 32% $&& 6& $#& $5& &2! &25 %& %7 &2! &2!

! 32$ 32# $&& $&& 5& $7& &2" &25 %& %& &27 &27

5 32$ 32# 6& $&& !& $"& &2% &2! %& %& &27 &27

$& 32$ 32# 6& $&& 7& $#& &2# &2! #7 #7 &27 &27

$# 32# 32$ 6& 6& 7& 5& &2# &27 #7 #7 &27 &27

$" 32# 32# 5& 6& 7& 5& &2$ &27 #7 #7 &27 &27

!!

注!经
4

检验#

F

!

"

&2&7

#

G

!

#

&2&7

)

'

!

讨
!!

论

表
$

结果表明首次晨尿和二次晨尿干化学分析仪结果显

示二者存在一定差异#二次晨尿更符合客观值#与文献报道结

果相符-

#

.

)

其中
9

'

值有轻微升高#疑为细菌繁殖产氨所致#尿白细

胞,尿隐血出现假阴性疑为脂酶失活及过氧化物酶活性减弱#

假阳性结果大多是革兰阴性细菌和一部分革兰阳性菌可能释

放过氧化物酶活性物质#或细菌在代谢过程中合成一些触酶,

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使尿液分析仪出现假阳性#

9

'

的改变会造成尿蛋白假阳性或假阴性)尿葡萄糖的结果在菌

尿,白细胞尿和血尿标本中较为明显#放置时间越长结果越低)

这是由于在葡萄糖和蛋白质的分解过程中#尿液中细菌大量繁

殖#消耗葡萄糖和蛋白质#使葡萄糖和蛋白质减少红细胞无氧

酵解过程中对葡萄糖的利用及各种细胞成分的破坏#都不同程

度增加了试验的误差)对酮体的影响#新鲜尿液中的酮体形式

主要为乙酰乙酸#长时间放置的标本#乙酰乙酸的含量逐渐降

低#而丙酮和
&

1

羟丁酸逐渐增高#由于三种酮体物质检测的灵

敏度差异甚大#势必造成同一份标本应用同一台仪器和试纸在

不同时间检测结果的差异-

%

.

)因此#二次晨尿更适合尿液常规

检测)

从表
#

可以看出#不同温度条件下保存的剩余试带对试带

本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尿液葡萄糖和隐血的结果#两种方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对其他各项只有较小影响)试带上葡萄

糖的反应原理主要是葡萄糖氧化酶法!葡萄糖在氧和水的条件

下#被葡萄糖氧化酶氧化成葡萄糖酸和过氧化氢)过氧化氢在

过氧物酶催化作用下释放出新生态氧#使色原物氧化而显色#

显色的深浅与葡萄糖含量呈正比)尿隐血的反应原理是利用

血红蛋白,肌红蛋白中血红素的过氧物酶样活性检测尿液中的

红细胞或血红蛋白)其试带条上含有测定所需的酶类#若将剩

余试带保存于
"Q

冰箱中#用时要经过反复温度条件的变化#

对纸片内所含酶类活性是一种考验#使之逐渐失去活性#使得

检测结果逐渐降低)而试纸片中的
9

'

,蛋白质是根据指示剂

变化的原理#酮体是亚硝基铁氰化钠法#胆红素是根据偶氮反

应法的化学原理#试带条中所含物质在温度变化条件下影响不

大#所以对测定结果影响很小#结果无明显差异)本试验中没

有设计白细胞的检测#是因为尿液质控液中没法加入白细胞参

数#但是由于白细胞的检测方法是利用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

均含有特异性酯酶#试剂模块中含吲哚酚酯,重氮盐及其他物

质)反应中虽然有酶参加#但不是试剂模块中的#所以温度变

化对白细胞的检测同样影响不大)本研究结果表明#用室温条

件下保存的剩余试带测试尿液葡萄糖和隐血比
"Q

冰箱保存

的剩余试带影响小#但在保存的前
$

周影响不明显#不会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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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因此剩余试带应密封保存于室温干燥处#避免温度

反复变化影响试带质量#且要尽快用完#最好不要超过
$

周#否

则会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度)

除了试验中提到的标本采集时间和剩余试带的保存方法

是影响尿液检测结果的重要因素外#试带条浸入尿中的时间长

短应严格遵守说明书上的规定#浸入时间过短#反应不能充分

进行#试剂在尿中扩散时间过长#也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

.

)另

外同一份标本反复测验时由于试带模块中的成分溶解混入尿

液中#而使结果不符也是时有发生的#这也要引起注意)这些

影响因素都注意到以后#还应提醒临床医生!尿液干化学分析

是半定量检查法#且敏感性高#医生在判定结果的临床意义上

应有正确的认识#对一些微量报告应持慎重态度#尤其女性患

者#应结合临床症状进一步复查)干化学法仅仅只能当过筛试

验#当干化学法某些结果与镜检法结果出现矛盾时#应以镜检

法结果为准-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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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加样顺序对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

#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按不同加样顺

序!采用德高
*8F>;8CT"

四通道半自动血凝仪检测
$$&

例住院患者
/-,,

值!把结果标记为
/

组$

(

组!然后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

两种加样顺序所测定的
/-,,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7

#%结论
!

对于带有加热孔的半自

动血凝仪!两种加样顺序均可行!但按说明书操作更为严谨%

"关键词#

!

加样顺序'

!

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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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

%是凝血功能检查中非常重

要的一项指标#在使用半自动血凝仪检查
/-,,

时#容易受到

许多因素的干扰#诸如抗凝剂,温度,时间等-

$1!

.

)在日常操作

中#作者发现有不少检验人员对于
/-,,

测定时的加样顺序

不甚留意#因此本文从加样顺序上着手#探讨两种加样顺序对

/-,,

测定结果是否有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研究对象
!

入选对象均来自本院
#&$$

年
#

!

!

月住院患

者#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62""\

#&26#

%岁#按照加样顺序把结果分为
#

组#

/

组结果为先加待

测血浆#再加鞣花酸试剂#然后加
*F*E

#

溶液所测得
/-,,

值(

(

组结果为先加鞣花酸试剂#再加待测血浆#然后加
*F*E

#

溶液所测得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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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德高
*8F>;8CT"

四通道半自动

血凝仪#试剂使用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

测定试剂盒$鞣花酸法%#标准品与质控品均使用该公司产品#

各种试剂均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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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受检者采血前保持平常饮食#清晨用专用抗凝真

空采血管按要求采集静脉血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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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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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离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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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测定(测定时#

/

组完全按说明书要求测定#

(

组

除改变了待测血浆与鞣花酸试剂的加样顺序外#其余操作步骤

同
/

组)

$2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统计均采用统计软件包
O-OO$32&

进

行数据处理#计算资料以
K\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

!

"

&2&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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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加样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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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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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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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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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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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比较表

组别
*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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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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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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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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