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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区健康成人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及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参考区间调查

尹利民!

!贾
!

蔚"

!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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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春!

&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

检验科$

"#

体检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建立昆明地区健康成人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M/

%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S/

%的生

物参考区间&方法
!

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OMŜ

%

O".,*"

文件推荐的间接抽样法!选取昆明市第一人

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健康体检者共
-.-%

例!用奥林巴斯
*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M/

和

*S/

进行检测!用
S<6<6!!

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各项指标的参考区间"

'

T-'

%如下#男性
*M/

'

'!

e

(

M

!女性
*M/

'

&$e

(

M

$男性
*S/

'

$%e

(

M

!女性
*S/

'

&'e

(

M

&

*M/

和
*S/

水平随年龄增长大体呈升高趋

势!在男性组中!

&%

%

$%

岁组的
*M/

水平最高&结论
!

昆明地区
*M/

和
*S/

的参考区间明显不同于参考书或其

他地区的参考区间!因此建立本实验室
*M/

和
*S/

的生物参考区间非常必要&

"关键词#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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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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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M/

&及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S/

&是最常用的肝功能检测项目#在肝病防治中起了积极的

作用#也是献血及各种招工)招生常规的体检项目#在临床疾病

诊断与治疗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

*目前#大多数临床实验

室采用动力学方法测定
*M/

和
*S/

的催化活性#影响其结果

的因素有很多#如反应温度)底物的性质与浓度)缓冲液的
3

R

值与离子强度)指示剂的性质与浓度)激活剂与抑制剂的存在

情况)测定波长)加样量等*因此#采用动力学法测得的
*M/

和
*S/

结果具有方法依赖性.

"

/

*另外#不同地区的实验室所

面对的人群也不同#

*M/

和
*S/

在人群中的分布特征也存在

差异.

&

/

*为了解并建立本地区健康成人
*M/

和
*S/

参考区

间#对
-.-%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M/

和
*S/

水平进行检

测#建立了本地区健康成人的
*M/

和
*S/

参考区间#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

本研究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

OMŜ

&

O".,*"

文件推荐的间接抽样方法#通过实验室信息系

统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人

群资料.

$

/

*根据相关检查#入选对象均无肝)胆)胰)脾)肾)肺)

心血管)血液系统等疾病#体格检查及
X

超)透视)肾功能和血

脂检查均正常#无血液系统及感染性疾病%体检前
"

周未服用

过任何药物*最终共
-.-%

例被纳入本研究*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奥林巴斯
*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原装配套试剂及校准品*按照生产厂商提供的参数设定反

应条件#试剂中不含
'I,

磷酸吡哆醛$

TMT

&*采血容器使用带

分离胶真空采血管$

P6BC<<?1

公司生产&*

$#'

!

实验方法
!

准确抽取被检者空腹静脉血
'9M

#取血前

!:

受检者无饮酒#无剧烈运动*所有标本均在
"=

内完成离

心#

&%%%5

"

9?7

#离心
!%9?7

#所有检测项目的测定在样本离心

后
$=

内完成*

$#1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采用
S<6<6!!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参考区间的建立依据
OMŜ O".,*"

#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取

小于等于单侧
-')

位数的值作为
*M/

和
*S/

参考区间*

/

!

结
!!

果

/#$

!

男)女组
*M/

)

*S/

参考区间比较
!

经正态性检验#男)

女组
*M/

)

*S/

测定结果均呈偏态分布*

*M/

)

*S/

在男)女

组中的
"#')

)

')

)

!%)

)

"')

)

'%)

)

+')

)

-%)

)

-')

)

--)

位

数值见表
!

*

*M/

和
*S/

在男)女组中的参考区间分别为!男

性
*M/

'

'!e

"

M

#女性
*M/

'

&$e

"

M

%男性
*S/

'

$%e

"

M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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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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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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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S/

'

&'e

"

M

*经
f?4B0207

秩和检验#

*M/

)

*S/

水平在男)

女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男性略高于女性*

/#/

!

不同年龄组
*M/

)

*S/

参考区间比较
!

将
-.-%

例研究

对象分别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采用百分位数法#分别计算各

组
-')

分位数值#作为各年龄组
*M/

)

*S/

参考区间#见表
"

*

/#'

!

*M/

)

*S/

水平随年龄变化趋势
!

各年龄组
*M/

)

*S/

测定结果随年龄变化的趋势见图
!

*在男女组中#

*M/

和

*S/

水平随年龄增长大体呈升高趋势*但在男性组中#

*M/

水平在
&%

%

&-

岁年龄组中最高#以后随年龄的增长呈下降

趋势*

表
!

!

健康人群男+女组
*M/

+

*S/

百分位数分布

项目 性别
'

百分位$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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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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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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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 ( + . !! !$ !- "( &$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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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M

& 女
'%$! !' !( !+ !-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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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
*M/

+

*S/

参考区间

性别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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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间点代表均值#上)下横线代表均值
-')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图
!

!

*M/

+

*S/

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

!

讨
!!

论

临床检验项目的参考区间是临床医生评估受检者健康与

否以及疾病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的重要依据*实验室向临床

提供的参考区间应准确)适用.

'

/

*

*M/

)

*S/

是检测肝功能的

敏感指标#由于我国肝炎的患病率较高#所以
*M/

和
*S/

是

我国目前临床上最常检测的酶之一*目前#大多数临床实验室

采用动力学方法测定
*M/

和
*S/

的催化活性#影响因素较

多#测定结果具有方法依赖性*特别是目前
*M/

和
*S/

的诊

断试剂分为添加
TMT

和未添加
TMT

两种*血清中的
*M/

)

*S/

以全酶和脱辅基酶同时存在#

TMT

为其辅酶#在反应中起

到传递氨基作用*

"%%+

年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d̂OO

&推荐在

*M/

)

*S/

测定试剂加入足量的
TMT

以测定血清中全部酶的

活性.

(,+

/

*但目前国内只有西门子$原德灵&公司和美国强生公

司产品按
d̂OO

要求加了
TMT

#而罗氏和贝克曼公司有
"

种不

同产品可供选择#日本临床化学协会推荐的方法则不加
TMT

#

我国大多数产品均未加入
TMT

*有研究表明#加
TMT

与不加

TMT

的试剂测定
*M/

)

*S/

活性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

/

*不同

检测系统
*M/

)

*S/

测定结果之间的差异给患者和临床医生

造成很多困惑和不便#因此#各实验室建立本实验室的
*M/

)

*S/

参考区间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中给出
&+̀

不含
TMT

方法健康

成人
*M/

的参考区间男性为
'

%

$%e

"

M

#女性为
'

%

&'e

"

M

%

*S/

为
.

%

$%e

"

M

.

-

/

*,实用内科学-中给出的
*M/

和

*S/

的参考区间均为小于或等于
+'e

"

M

.

!%

/

*而
"%!%

年
d̂,

OO

完成了一项包括北京在内的关于
*M/

)

*S/

参考区间多中

心研究#采用了
d̂OO

推荐的方法$含
TMT

&#结果给出
*S/

的

参考区间为
!!

%

&$e

"

M

#

*M/

的参考区间男性为
.

%

$!e

"

M

#女性为
-

%

'-e

"

M

.

!!

/

*这些专著或专业研究结果间关于

*M/

)

*S/

参考区间的差异也给临床使用参考区间带来了诸

多困惑*本研究运用间接采样的方法#利用大样本的数据#用

非参数的方法得出昆明地区健康人群男女性
*M/

)

*S/

的参

考区间与,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中给出的参考区间有明显

差异*近年来#全国其他地区关于
*M/

)

*S/

参考区间有部分

研究报道#本研究得出的参考区间与其他地区得出的参考区间

相比也存在差异.

!",!&

/

*因此#由于人群及方法学的差异#各实

验室应建立自己的参考区间*

*M/

)

*S/

不同性别间参考区间的差异可能与激素分泌)

肌肉量)运动量等因素有关.

.

/

*在男)女组中#

*M/

和
*S/

水

平随年龄增长大体呈升高趋势#但在男性组中#

*M/

水平在

&%

%

&-

岁年龄组中最高#以后随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这

种趋势与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明显不同#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可能与这个年龄段人群属于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的人

群#与劳累等因素有关*

根据本研究结果#建议本地区的其他实验室#尽可能建立

自己实验室的
*M/

和
*S/

的生物参考区间#或引用并验证本

研究给出的生物参考区间#以方便临床诊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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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鉴别尿液有形成分直接涂片法的优

点是!简便)反映的是尿液中的实际情况#属于确证检验%缺点

是!不定量#难标准化和规范化#再加上人工观察的视野非常有

限#结果受操作者技术水平和主观因素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程

度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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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临床尿沉渣检验的方法主要是以显微镜为基础

的形态学检查法和以流动式细胞为原理的流式细胞计数法*

前者是经典的形态检查方法#为尿沉渣检验的金标准#是尿沉

渣检查推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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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因为原理上的缺陷不是直接的形态学检

查#而是利用标记和散射等检测技术.

(

/对尿沉渣进行分类计

数*因此#

*PK,+(&X

应用具有其局限性#只能作为尿沉渣检

验过筛检查#阳性标本必须用显微镜形态学检查来确认#但是

其自动化程度高和检测速度快的特点仍然受到临床检验工作

者的欢迎*

应用0机器视觉1技术的
*PK,+(&X

特点是!速度快)定位

准)可跟踪#结果客观稳定#存贮方便#可以重现#可以训练学习

记忆#应用于识别的各种特征参数可以提取#这些特点在实际

应用中有很大的意义*

*PK,+(&X

显微镜镜检过程全自动化!

即自动进样#进样后自动混匀样本#全自动显微镜检如计数池

前后左右移动)调焦距)高低倍物镜转换)调聚光镜等完全按照

经典的显微镜镜检方法的流程来设计#工作时通过低倍镜以多

于人工镜检上百倍的检查量对样品进行扫描过筛#保证了镜检

无漏检#尿液可以不需离心检验也能达到临床要求的检出率*

低倍镜抓取目标定位后转高倍镜采集目标的特征参数#计算机

对其进行处理)分析)描述)理解)拟合#完成识别过程#实现分

类计数#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其应用前景巨大#同时

*PK,+(&X

采集图像#用于存贮)会诊#无需染色也能保证其较

高的识别准确性*应用已发展起来的自动控制技术和自主开

发独特的计算机显微镜识别软件#发挥计算机的高速度和高精

确性优势#沉渣镜检结果和尿干化学仪测定结果综合发出图文

并茂的报告*

本研究中
*PK,+(&X

对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的

检出率都高于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经配对
"h"

列联表资料

的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PK,+(&X

对

尿液有形成分的检出优越于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可以更多替代传统的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有很好的实用价

值*但是应用0机器视觉1技术的
*PK,+(&X

也有局限#要识别

某一目标#数据库中必须具备此目标的模型#否则不能识别*

并且#形态学是复杂的问题#影响因素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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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种0机器

视觉1技术的应用能减少大量的人力#但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

人工识别#有时还需与0人工识别1相结合#以保证结果的准确

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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