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7

%#可能因为霉菌,滴虫症状

比较明显-

"

.

#治疗比较及时(而
()

是由一组厌氧菌群数量增

加引起的无阴道黏膜炎性反应的临床综合征)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

()

是早产及非孕妇女盆腔炎,阴道口蜂窝组织炎,子

宫内膜炎等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而且它还可以在全身

扩散#引起多组织,多器官感染#已列入第
%

代性传播疾病)鉴

于此#进行妇科普查时#不但要对阴道分泌物进行常规滴虫,霉

菌,清洁度检查#还应检查
()

#以达到对
()

的早发现,早

治疗)

'22

!

卫生知识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农村妇女感染阴道

炎的首要原因#如内衣裤与袜子混洗,内裤挂在阴暗角落,性交

前不清洗,经期同房等)

'2)

!

受条件限制本研究只检查了清洁度,滴虫,霉菌,

()

#如

再检查支原体,衣原体等#感染率会更高)

'2.

!

阴道炎的高发病率对妇女身心健康的危害相当大#国家

现在也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普及健康卫生知识#农村妇女应

加强这方面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保护意识#对自身,家庭及社

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2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T

.

2%

版
2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

#7$2

-

#

. 罗春丽
2

临床检验基础-

T

.

2#

版
2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2

-

%

. 房克爽#许玲
2

阴道清洁度与生殖道感染的检测分析-

^

.

2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

$&

$

!

%!

$3"71$3"2

-

"

. 匡建平
2%!7&

例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分析-

^

.

2

检验医学

与临床#

#&&6

#

$&

$

!

%!

$!!$1$!!#2

$收稿日期!

#&$$1$$1##

%

酶法和离子选择电极法检测血清钾的比对分析

乔国强!姜旭华"河南省禹州市中医院
!

"!$!3&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方法检测血清钾结果一致性的分析%方法
!

以比对
/V,17&&

电解质分析仪所检测

钾结果为靶值!来校正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结果
!

经比对校正后!二种方法的结果经
=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7

#%结论
!

同一项目的不同检测方法应进行比对校正分析!以保证不同仪器的结果一致性%

"关键词#

!

钾离子'

!

电解质'

!

酶法'

!

离子选择电极法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6"77

"

#&$#

#

&31&5761&#

!!

在人体内部各组织液中#电解质钾,钠,氯和
'*_

%

P等在

维持
9

'

和渗透压,调节心脏与肌肉功能以及作为酶的辅助因

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

)钾代谢紊乱引起的高钾血症和低

钾血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可导致全身各器官系统特别是

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和机体的物质代谢发生相应

的障碍#严重时可导致死亡)血清钾离子$

X

`

%的检测方法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火焰光度法,离子选择电极法,酶法和化

学法等)离子选择电极法和酶法以其准确,快速,精密度高而

被临床所采用)本院在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上引入酶法钾检

测后#临床医生反应
X

`偏低的概率比较高#对低值结果不易

接受)经过和离子选择电极法比较分析#发现酶法检测的
X

`

值比离子选择电极法的值偏低#特别是处于参考值$

%27

!

727

==8E

"

N

%下限的数值#以酶法检测
X

`的结果低而以离子选择

电极法的结果正常#这是由于方法学的不同而造成的系统误

差)因没有和临床医生及时沟通#造成了临床不能接受)为此

作者以河南省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优秀的
/V,17&&

电解质

分析仪作为比对仪器#对酶法
X

`的结果进行比对校正)经校

正后#两台仪器分析结果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临床验证

结果为接受#现总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标本来源
!

取在
#&$$

年
6

月来本院做健康体检的
!&

例

血清标本#年龄
#&

!

"&

岁)

$2/

!

仪器及试剂
!

采用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深圳康立

/V,17&&

电解质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包#校准液浓度为低值

"2&==8E

"

N

,高值为
52&==8E

"

N

(酶法试剂为上海荣盛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干粉试剂及其校准液#浓度为低值
#27

==8E

"

N

,高值为
725==8E

"

N

的水校准液)定值质控血清为

英国
RFC@8L

的中值血清#批号为
N8>2U82!5!SU

)

$2'

!

试剂的配制
!

按说明书要求#

R$

!将一瓶
R$

稀释液小心

加入到一瓶
R$

底物中轻轻旋转使内容物全部溶解#避免形成

泡沫)

R#

与
R$

方法相同)试剂复溶后平衡
$?

上机使用)

$21

!

定标与测定
!

在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上严格按上机参

数及校正程序进操作(

/V,17&&

电解质分析仪严格按仪器定

标及校正程序进操作#仪器定标正常后进行常规检测定值质控

血清#用朗道质控血清在两台分析仪上检测质控物合格后#进

入下一步操作)

$22

!

校正方法
!

所有标本先在
/V,17&&

电解质分析仪上检

测钾的值#然后再在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检测)以

/V,17&&

电解质分析仪所测的
!&

例检测结果的均值作为靶

值#日立
3$5&

所测结果的均值为测定值)以计算靶值除以测

定值算出校正系数#在日立
3$5&

分析仪中的参数中输入较正

系数#重新定标及质控检测合格后#重复检测同一批血清标本)

/

!

结
!!

果

见表
$

)

表
$

!

3$5&

生化分析仪
X

`校正前后和电解质

!

分析仪的结果比较%

==8E

*

N

&

检测仪器
X

`均值$

K\7

%

变异系数$

EJ4

%

/V,17&&

电解质分析仪
"2#&\&2##5 72"%

校正前
3$5&

生化分析仪
%255\&2#%# 7265

校正后
3$5&

生化分析仪
"2#!\&2&!$

F

$2$%

!!

注!与
/V,17&&

电解质仪分析比较#

F

!

#

&2&7

)

'

!

讨
!!

论

'2$

!

电极法被认为是测定血清电解质
X

`的经典方法#其检

测速度快,准确度高,精密度和抗干扰性能都比较好#随着各级

医疗机构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大型生化分析仪也逐渐在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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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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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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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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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中普及#但由于电极模块为选配件#需另外购买)本

院和其他部分医院一样#并没有配备电极模块#而是使用了国

产的电解质分析仪进行检测电解质#同时为便于保存及形成综

合检验报告单#再把结果摘抄录入生化分析仪电脑中#工作繁

琐#易出错#且不适用于大批量的标本操作#故本院选择用酶法

来做大批量的标本#仅急诊或单独标本使用电极法)在方法学

比较上#酶法测定
X

`与离子选择电极法有良好的相关性#且

偏倚小
*N+/b55

允许误差#可用于临床检测-

#

.

)由表
$

可知

X

`校正前的均值和电解质分析仪的均值比对误差为
&2%#

#符

合
*N+/b55

允许误差
&27&

的要求#结果可供临床参考应用)

'2/

!

在两种方法学中#用同一室内质控物检测虽然结果都在

控#符合检测方法学的要求#但由于检测
X

`的两种测量系统

不同#处于参考值两极的不同结果会给临床医生造成无法选择

的结果)以健康成年人体检的标本作为参考品#在
/V,17&&

电解质分析仪上的结果为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的比对值#算

出校正系数#经校正后日立
3$5&

生化分析仪
X

`的检测结果

见表
$

#经
=

检验#和
/V,17&&

电解质分析仪检测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7

%)

X

`结果经临床验证为接受#

临床对检验结果没有再提出质疑的反馈信息)结果显示对于

检测相同项目的不同检测仪器#应比对校正分析后再出报告#

以保持不同仪器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另外#选择合适的标准

液#是获得准确结果的前提条件-

%

.

)由于两种仪器的校准品与

质控品的基质差异,人血清样品和加工过校准品的基质差异#

会导致结果的差异)作者用新鲜的健康人血清标本在一台已

比对好的仪器上进行检测定标#作为需要比对仪器的靶值#对

另一台仪器进行校对#减少了由于校准品及质控物的基质效应

产生的结果差异)

'2'

!

作为比对仪器的电解质分析仪#应能使
X

`的测定区间

有效覆盖临床可能出现的高低值#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

.

#才

能使比对的生化仪酶法结果准确一致)

'21

!

酶法和离子选择电极法检测
X

`以其各自的优点在临床

中被广泛应用)酶法试剂的稳定性差#试剂用前需要充分溶

解#操作繁琐#同时对水质要求较高#价格偏贵-

7

.

#但对于没有

配备电极模块的大型生化分析仪来说#在大批量的标本检测中

却很适用)电解质分析仪虽然电极使用寿命短#价格高#故障

率高#但是由于其检测速度快#准确性好#精密度高#更适用于

临床标本量小和急诊使用)二者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比对分

析结果#使结果一致#特别是对于异常结果#应在不同仪器比对

一致后再报结果#或者在同一台仪器上操作#以免对临床造成

无法接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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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在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中的应用

窦莉伶"广西医科大第四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柳州
!

7"7&&7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Vd1-*R

#检测技术在女性泌尿生殖系沙眼衣原体"

*,

#$解脲脲

原体"

SH

#感染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

用
Vd1-*R

$普通
-*R

对
$7!

例患泌尿生殖感染的女性分泌物进行了
*,

$

SH

的检测!并比较了其优劣%结果
!

$7!

例女性中!

Vd1-*R

检出阳性标本
5$

例%

*,

$

SH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3"4

$

%32$54

'普通
-*R

法检出阳性标本
3#

例!

*,

$

SH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7"4

$

%"2!#4

%在
Vd1-*R

检测中!

[U/

数量小于
32&h$&

%

A8

9D

&

=N

者
$#

例!普通
-*R

检测阴性%结论
!

应用
Vd1-*R

检测
*,

$

SH

具有简

便$快速$高特异性$高敏感度的优点!不仅可以准确诊断!而且其定量技术可指导临床用药!值得推广%

"关键词#

!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

聚合酶链反应'

!

支原体'

!

衣原体

!"#

!

$%&'()(

"

*

&+,,-&$)./0(122&/%$/&%.&%1T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6"7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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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女性泌尿生殖系感染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但由于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结构的特殊性#往往临床症状

与感染程度不一致#故很难早期诊断)传统的病原微生物检测

方法包括涂片,培养,免疫学技术等#但普遍存在检出率低,周

期长,特异性差的缺点#给临床诊断带来了困难)目前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

Vd1-*R

%已被广泛应用核酸定量分析#该技

术采用荧光技术和闭管检测,结果自动分析#减少了
-*R

扩增

产物的污染#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

$

.

)作者通过对本院门诊

$7!

例女性泌尿生殖系分泌物进行了沙眼衣原体$

*,

%,解脲

脲原体$

SH

%检测#并与普通
-*R

技术比较#现将结果分析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来自于本院
#&$$

年
"

!

$&

月妇科和皮肤性

病科门诊的患者
$7!

例#年龄
$3

!

!7

岁#平均
%#27

岁)

$2/

!

标本采集
!

由医生采集)用无菌生理盐水棉球洗去宫颈

外分泌物#再用棉拭子插入宫颈内#停几秒钟后旋转棉拭子#采

取宫颈分泌物#将棉拭子置于塑料离心管中#用棉球将离心管

塞紧后送检)尿道取材!先用棉拭子擦净尿道口#再用另一个

拭子插入尿道内
#A=

#轻轻转动后#取材送检)

$2'

!

仪器与试剂
!

$

$

%

Vd1-*R

!采用美国
/(+

公司生产的

/(+13%&&

型全自动荧光定量
-*R

分析仪#试剂盒为中山医科

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产品)$

#

%普通
-*R

!采用
-,*1$&&

型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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