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iD\

计算当天的
6

值#往后每天算出当天的
6

得到一数据
X

组*即溶测定质控法!每天溶解一支冻干质控物上机测定总胆

红素#连续测定
"%:

得一数据
M

组*

/

!

结
!!

果

补偿差值质控法与即溶测定质控法数据对比见表
!

*用
2

检验进行统计#补偿差值质控法和即溶直接测定质控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2U%#!%-+

#

!

%

%#%'

&*临床实际操作时对于多

天保存的冰冻血清质控物做的胆红素室内质控#可用计算求补

偿差值法得到的值来代替即溶冻干质控物测得的值#作当天的

质控值*

表
!

!

补偿差值质控法与即溶测定质控法
/X?4

值对比表

测定方法
冰冻质控物保存天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冰冻质控物
"!#'"!#!"%#+!-#$!-#.!+#!!.#-!.#(!'#-!+#-!(#.!'#.!(#"!+#!!(#-!(#&!(#&!(#%!(#'!(#'!(#!

补偿法
'!#'"!#&"!#""%#!"%#+!.#&"%#&"%#"!+#."%#%!-#!!.#$!-#%"%#!"%#"!-#."%#%"%#%"%#+"!#%"%#.

即溶质控物
"!#("!#&"%#("!#'"!#$!-#%!-#("%#'!+#-"%#'!-#'!.#$!-#""%#'"%#-"%#""%#&"%#'"!#%"!#'!-#-

'

!

讨
!!

论

室内质控是检验科质量控制的核心内容#其结果直接影响

检验数据的正确性#从而会影响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判断#

故各级检验科都极其重视室内质量的控制*检验科在日常开

展室内质控制时#为节约成本#多数实验室都通常会把干粉质

控物用去离子水溶解后分装成小份#置于
%#'

%

%#"'9M

可以

密封的小标本管内#密封后放于
V"%`

冰冻箱$槽&内避光的

保存方法.

&

/

#然后每日用一份*胆红素在性质不稳定#在强氧

化剂$如高锰酸钾等&作用下发生分解反应#在较弱的氧化剂

$如氯化铁&作用下氧化成胆绿素*胆红素的干燥固体较稳定#

在溶液中#特别在酸性环境中#以及空气中或紫外线照射下易

发生自氧化#在碱性溶液中或遇到三价铁离子则不稳定#易氧

化成胆绿素.

$

/

*正是由于
/X?4

其化学性质的不稳定性#两三

天后或多或少存在着分装试剂内
/X?4

分解#而导致质控值不

断降低的现象#达不到质控目的.

'

/

*由于其保存环境恒定不

变#

/X?4

的降解速度也是恒定的#通过试验可以求出
/X?4

降解

变化规律的回归方程#从而求出某一时段的变化率#再求出该

时段的补偿值#补偿值加上测定值则为补偿后的
/X?4

值#用该

值做质控曲线*本法应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各实验室应用于保

存冰冻血清的条件及所用质控物等因素不同#其
/X?4

的变化

率也不同#故每间实验室要用本法做
/X?4

质控#应通过试验并

求得自己实验室某一批号质控物的变化率#不可套用其他实验

室的变化率*

/X?4

的质控一直都是基层实验室的难题#因其

存在会降解的特性#迫使作者在做
/X?4

质控时每天要开一支

新的质控物#这种做法对基层来说是非常浪费的*自从应用补

偿差值质控法后#本实验室每月只开一支质控物就能满足需

要#大大节约了成本#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值得在基层医院实

验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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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孕妇血脂
$

项结果分析及探讨

陈
!

韧!陈小舟"福建省福州市第二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健康妊娠妇女在妊娠各期三酰甘油"

/a

%'总胆固醇"

/O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R]M,

O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M]M,O

%的变化规律&方法
!

用
[4

@

9

3

C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

例不同孕期正

常妊娠妇女血脂
$

项的值!同期体检的
!%&

例未孕健康育龄妇女的血脂
$

项值作对照&结果
!

健康孕妇在孕早期

血脂
$

项与同龄段非孕健康妇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孕中期
/a

'

/O

分别为"

!#..L%#(&

%'"

'#%'L

!#"$

%

9904

(

M

!与孕晚期的"

"#$&L!#""

%'"

+#%"L!#+-

%

9904

(

M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健康

孕妇的血脂四项在孕中随孕期的增加而有所提高是正常的妊娠生理现象&

"关键词#

!

孕妇$

!

非孕健康育龄妇女$

!

三酰甘油$

!

总胆固醇$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X

文章编号$

!(+",-$''

"

"%!"

%

%.,%--%,%"

!!

妊娠期间#由于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孕妇体内发生一系列

生理变化#这些变化直接或多或少引起母体血液中某些生化指

标的改变#血脂
$

项是妊娠过程中变化较大的一个生化指标*

为探讨妊娠各期三酰甘油$

/a

&)总胆固醇$

/O

&)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R]M,O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M]M,O

&的变化规

律#作者对
"%!!

年
$

%

+

月本院在检的
'&&

例健康孕妇血清结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6DN1:O4?7

!

*

3

5?4"%!"

!

P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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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分析#现将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

+

月本院门诊
!%&

例非孕的育

龄健康妇女作为对照组%同期妊娠期小于或等于
!"

周
.-

例孕

妇作为孕早期组%妊娠期
!&

%

"+

周
"%'

例孕妇作为孕中期组%

妊娠期
".

周及以后
"&-

例孕妇作为孕晚期组.

!

/

%所有检测人

员年龄
"%

%

&.

岁#身体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内分泌

紊乱病史#

X

超检查正常未服用影响脂类代谢的药物#所有标

本均为清晨空腹
!"

%

!$=

的静脉血*

$#/

!

检测试剂与方法
!

所有待检标本均及时离心分离血清#

用北京利德曼试剂和配套的高低值质控血清#严格按照仪器操

作规范#在
[4

@

9

3

C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试#并同时检

测室内质控血清均在控#在
"=

内检测完毕*

$#'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使用
ST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用
QL1

表示#组间数据采用方差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孕早期
/a

)

OR[

)

R]M

)

M]M

结果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妊娠时间增加#孕中期和孕晚期

组血脂
$

项平均值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孕晚期与孕中期相比
/a

和
/O

差异亦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妊娠妇女血脂四项情况&

QL1

)

9904

*

M

'

组别
/a /O R]M,O 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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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早期组
%#.-L%#'( $#$!L!#&' !#(+L%#&' "#("L!#!%

孕中期组
!#..L%#(& '#%'L!#"$ !#-.L%#$& &#&"L!#!"

孕晚期组
"#$&L!#"" +#%"L!#+- "#%$L%#'! &#&(L!#"'

'

!

讨
!!

论

孕妇在妊娠期内随着胎儿的生长和发育身体的许多指标

都随着妊娠时间的增加发生明显的变化#妊娠期内由于胎盘分

泌雌激素#孕酮升高#使脂肪组织的降解能力增强#肝脏合成

/a

增多的同时肝脏脂蛋白酶)胆固醇卵磷脂酰基转移酶活力

下降#对内源性脂质代谢减弱#肠道吸收脂肪的能力增强#导致

生理性的高脂血症.

"

/

*在检测的健康孕妇血脂
$

项中以
/O

升高为主#最高增加了
"

倍左右#

R]M,O

和
M]M,O

也有所增

加#

M]M,O

沉积于动脉壁是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指标#但

R]M,O

能抗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孕期
R]M,O

的增加#降低了

由于
M]M,O

增加而发生冠心病的危险*健康孕妇血脂水平在

一定范围内的升高具有积极的意义#脂肪代谢作用增强可帮助

母体减少糖元的消耗.

&

/

#但当血脂超过一定水平则属于病理现

象*高血脂增加了血液的黏稠度#增加了孕妇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并且过多的血脂沉积在胎盘血管壁#胎盘血流受阻#胎盘血

液供应不足#诱发胎儿缺血)缺氧导致流产死胎#严重时孕妇有

血栓形成*另有报道孕妇体内血脂含量与胎儿体质量呈相关#

控制孕妇血脂水平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巨大儿的出生率.

$

/

*

所以孕期检测血脂#以便合理安排膳食及时发现风险以提高孕

妇及胎儿的生存质量#从而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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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标本不同处理方式对尿微量清蛋白测定的影响及应用

姜旭华!乔国强"河南省禹州市中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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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非离心和离心尿液标本的检测对尿微量清蛋白"

9*4D

%结果的影响&方法
!

取尿蛋白阴

性的门诊尿液标本
(%

例!目测无浑浊!透明&混匀后检测
9*4D

!同一批尿液标本离心后重新检测
9*4D

&结果
!

非

离心尿液标本的均值为"

!(#.L!-#!

%

9

E

(

M

!离心尿液标本的均值为"

!(#%L!.#.

%

9

E

(

M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U

!#%-

!

!

%

%#%'

%&结论
!

目测透明无浑浊的尿液标本!非离心与离心检测尿
9*4D

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

非离心$

!

离心$

!

尿微量清蛋白$

!

尿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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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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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

9*4D

&是指尿中清蛋白呈亚临床性升高#

而尿常规检查清蛋白为阴性的一种病理现象*尿
9*4D

的检

出对高血压引起的肾小球早期损伤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

/

%是诊

断
"

型糖尿病早期肾损害的较敏感指标#与
"

型糖尿病的预后

有密切关系.

"

/

#在临床应用广泛*本文旨在分析离心与非离心

尿液标本对检测尿
9*4D

的影响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及其应

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标本取自
"%!!

年
-

月来本院门诊就诊患者

(%

例#每天取目测透明)无混浊)尿蛋白阴性标本
"%

例#连续

测定
&:

*

$#/

!

仪器与试剂
!

优利特
ed,&%%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及配套

试纸条#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
9*4D

试剂为浙江伊

利康生物公司生产的免疫比浊试剂#批号为
!!%&%!

#校准物和

质控物为试剂配套品*

$#'

!

方法
!

取尿蛋白定性阴性的标本#混匀后在日立
+!.%

上

检测尿
9*4D

#同批标本按试剂说明书的要求对标本离心处理

后重新检测尿
9*4D

*

$#1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以
QL1

表示#数据应用
STSS

软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

!

%

%#%'

为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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