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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的前
.

周#母体血清
ROa

浓度呈对数上升*

血清
ROa

峰值在妊娠
.

%

!%

周时出现#随后缓慢下降至妊娠

晚期保持恒定*确定妊娠最重要的标志是定量血液或尿

ROa

.

&

/

*

尿
ROa

测定是定性的方法不能给出准确的数值#并且检

测者可能是取随机尿液检测#就有可能在妊娠早期出现假阴性

的结果*另外#一些与
ROa

有相同或相适片段的激素可能会

与尿试纸条上的抗体结合而造成假阳性#如黄体生成素)促甲

状腺激素)卵泡刺激素等*

血
ROa

检查是由血液中检查
ROa

的定量测验#由于血

清
ROa

出现早于尿液
ROa

#而且其检测灵敏度也较尿试纸

法高#影响因素少#是目前最早)最准确测试是否怀孕的检查方

法*本文研究结果也显示#血清
ROa

的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

尿
ROa

*

另外#动态监测血清
ROa

含量对于鉴别正常妊娠与异位

妊娠)先兆流产以及人工流产的术后观察等有重要意义*血清

ROa

升高#最常见于早期妊娠*健康人受孕后#血中
ROa

含

量即迅速增加#到孕
(%

%

.%:

达到最高峰#峰值为
'%%%%

%

!%%%%%e

"

M

#随后逐渐下降#到孕
!(%

%

!.%:

时降到最低#但

仍明显高于正常#此后又稍回升继续保持到分娩%双胎妊娠时#

血清
ROa

比单胎增加一倍以上%宫外孕时#血清
ROa

则低于

同期正常妊娠值.

$

/

%早期妊娠妇女血清
ROa

明显低值或连续

监测呈下降趋势#则预示先兆流产*如果
ROa

值持续明显的

下降#就算
X

超测到胎心也最好做清宫手术#表明胎儿已经脑

死亡*实施人工流产手术后#若血清
ROa

值仍明显高于正常

或呈上升趋势#则提示手术不彻底*人工流产
ROa

下降最

快#增幅百分比均呈负值#临床上可以通过
ROa

检测值判断

流产效果.

'

/

*

综上所述#血
ROa

在早期妊娠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及妇科

疾病筛查中较尿
ROa

更有价值#因此可以用准确性和特异性

更高的血
ROa

检测来代替尿
RO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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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凝血功能检测影响的因素&方法
!

运用
/S$%%%

全自动凝血功能仪检测各组样本的血浆

凝血酶原"

T/

%'纤维蛋白原"

d?D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T//

%'凝血酶时间"

//

%&结果
!

对于正确采集抗凝

比例为
!k-

的全血凝血功能采血管来说!比例高或低的检测结果
$

项指标均明显增加&血液离体后!放置
$=

!

T/

测得值将明显缩短)"

.#&!L!#.-

%

A

*$放置
$

'

"$=*T//

检测结果明显延长)"

$&#.$L'#%&

%'"

+%#&'L.#((

%

A

*&

d?D

对样本的存放条件和时间没有特别的要求&结论
!

由于采集量'存储时间等原因对凝血指标均有明显的影响!

医护人员应该尽可能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样本的采集'运送'保存等!以免造成检验结果的假性结论!误导临床医

生作出错误的判断&

"关键词#

!

样本采集$

!

凝血酶原时间$

!

纤维蛋白原$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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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X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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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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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检查是临床上常用的血栓与止血筛查实验#对患者的

术前准备)出血性疾病或血栓形成性疾病的初步判断#以及用

药疗效的评估与监测有直接指导作用*合格的样本是保证凝

血检测指标准确性的前提#各种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如何#

作者对此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样本来源
!

按实验要求采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健康体检者凝血功能样本
(%

例#要求无明显脂血和黄

疸#样本经过
&%%%5

"

9?7

离心
!'9?7

#备用*

$#$#/

!

仪器
!

/S$%%%

全自动凝血功能仪$上海凯颐医疗有限

公司&#普通低速离心机*

$#$#'

!

试剂
!

血浆凝血酶原$

T/

&)纤维蛋白原$

d?D

&)凝血酶

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T//

&检测试剂均为仪

器配套试剂*

$#/

!

方法
!

挑选
&%

例健康体检者#按正常抗凝比例
!k-

采

集分为对照组#另挑选
&%

例健康者按抗凝比例大于或小于

!k-

采集分为实验组*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

/

#根据电阻抗原理

在
/S$%%%

全自动凝血功能仪上进行各组
T/

)

d?D

$凝血酶法&)

*T//

)

//

的测定*均测定
"

次#取均值*

$#'

!

统计学处理
!

结果以
QL1

表示#使用
STSS!!#'

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配对
2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样本采集量对凝血指标的影响
!

按照操作规程测定#数

据经过处理见表
!

*结果表明#实验组凝血检测结果显示
$

项

凝血指标均有显著性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放置时间对凝血指标的影响
!

上述正常量标本#即刻测

定后#于室温分别放置
$

)

"$=

进行测定#见表
"

*结果表明#放

置
$=T/

测得值与即刻测定相比明显缩短#放置
"$=

时又明

显增加*

*T//$=

后的测得值明显延长#

d?D

对样本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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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没有特别的要求*

表
!

!

抗凝比例异常对止凝血检测的影响&

QL1

'

组别
T/

$

A

&

d?D

$

E

"

M

&

*T//

$

A

&

//

$

A

&

实验组
!&#&+L&#(. &#&%L%#(- '&#'L!"#& !$#(L&#"'

对照组
!!#&&L!#(. "#.+L%#$' &'#&L-#' !"#!L"#"

表
"

!

放置时间对凝血检测的影响

放置时间
T/

$

A

&

d̂X

$

E

"

M

&

*T//

$

A

&

//

$

A

&

#

&%9?7 !&#''L"#&$ &#"'L%#$( "+#'!L&#'(!$#&+L!#""

$= .#&!L!#.- &#&&L%#&+$&#.$L'#%&

6

!'#&$L"#%%

"$= ".#.$L$#&'

6

&#%'L%#('+%#&'L.#((

6

!(#&"L"#&&

!!

注!与小于
&%9?7

组比较#

6

!

#

%#%!

*

'

!

讨
!!

论

分析前质量控制是全面质量控制的前提#凝血功能检测

对出血性疾病的筛查)手术前的准备)抗凝药物的治疗方案至

关重要*临床采集的样本是否合格是实验室全面质量控制的

前提保证#凝血功能检查对样本的要求尤为严格#如样本采集

量)样本存放时间等*样本采集时要求采血顺利#做到0一针见

血1#按实验所需准确采集血量并充分混匀*本观察结果显示#

对于采血量要求为
!k-

$

&#.)

枸橼酸钠&的采血管来讲#采血

量过少或过多时#

T/

)

*T//

)

d?D

)

//

的检测结果均明显增

加%对于抗凝治疗或血栓前状态的评估#会造成假阳性判断*

另外#对于患者有多个检验项目需同时采样时#凝血试验样本

应采取第
!

管.

"

/

*

全血样本采集完成后#应尽快在室温下运送到实验室#并

尽快离心#原则上应立即检测*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样本是

护士集中采血)集中运送#样本在到达实验室前停留时间长短

不等#以至影响测定结果*丛玉隆和王淑娟.

&

/认为#血液离体

即开始变化#随存放方式和时间不同#凝血因子逐渐消耗或激

活#特别是
P

)

5

)

6

因子消耗和
3

因子的激活较为明显*本

研究结果表明#

d?D

对样本的存放条件和时间没有特别的要

求#但对
T/

样本来讲#放置
$=

#

T/

测得值都比即刻测得值明

显缩短#这可能与血液离体后
3

因子的激活有关%随着储存时

间的延长#放置
"$=

时其测得值比即刻测得值又有明显的增

加#这与
3

因子的生物半衰期有关#随时间延长
3

因子逐渐消

耗*针对
*T//

而言#血液离体
$=

后的测得值比即刻测定值

都有明显的延长#这与
5

因子和
6

因子及其他凝血因子消耗密

切相关*

全面的质量控制需要临床医护人员的密切参与)配合.

$

/

*

在实际工作中#医护人员应该尽可能地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

样本的采集)运送)保存等*对检验科人员来说#应该了解各种

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以便对检测结果作出一个客观的评

价#以免造成临床上的假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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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O]O

%营养食品所发放
"%!%

年食源性致病菌监测的奶粉考核样!根

据其要求进行食源性病原菌检测&方法
!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aX

(

/$+.-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的有

关章节!对考核样进行病原菌的检测&结果
!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阪崎肠杆菌&根据中国
O]O

营养食品所反馈

信息!对此次奶粉考核样检测结果为满意&结论
!

通过这次食源性致病菌考核样的检测!提高了对食源性致病菌分

离鉴定的能力$从检验过程一些细节'注意的问题来看!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所的检测能力和水平得到明

显提高!同时增加了客户对该检测机构的信任&

"关键词#

!

考核样$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阪崎肠杆菌$

!

交叉凝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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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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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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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O]O

&营养食品所

向各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所发放了考核样#现将本中

心检验所检测考核样结果及检验过程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由中国
O]O

营养食品所发放奶粉考核样$编

号为
RQ

(

&#'9M

螺旋管内装入了
!%

E

粉末状奶粉&#要求

&%

个工作日内报告考核样中的食源性病原菌*

$#/

!

培养基及生化试剂
!

肠道增菌液)氯化钠结晶紫增菌液)

+#')

氯化钠肉汤)

aQ

增菌液)普通肉汤)

SS

琼脂培养基)伊红

美蓝琼脂)金黄色葡萄球菌显色培养基)大肠埃希菌显色培养

基)阪崎肠杆菌显色培养基)肠杆菌科细菌生化鉴定编码系统

$第二代
!'1

系统&)阪崎肠杆菌全套生化等均购自杭州天和微

生物试剂*

$#'

!

诊断血清
!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血清)沙门菌
*,d

多价
[

血清)志贺菌多价血清均由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1

!

检验方法
!

按考核规定要求#参照
aX

"

/$+.-

,食品卫生

微生物学检验-所包含的常规性食源性致病菌进行检验.

!

/

*

$#2

!

分离培养方法
!

用
$%

%

$'`

灭菌过生理盐水将奶粉充

分溶解后#分别用肠道增菌液)氯化钠结晶紫增菌液)

+#')

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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