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L

'

越高#血小板计数越低#其呈显著负相关)生存组的

血小板计数明显高于死亡组#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关于危重病患者血小板减少的可能发生机制#目前研究认

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缺氧-酸中毒-内毒素-休克-严重

创伤均可直接激活血小板#使其聚集性增加)同时炎性反应介

质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引起广泛的血管内凝血#继而因消耗

了大量血液凝血因子和血小板而引起血小板减少)$

,

%严重感

染的患者#各种炎性因子和内毒素引起骨髓受抑制#导致血小

板减少*

%

+

)$

$

%创伤或出血致血小板消耗增多(大量输液也可

能引起血液稀释而致血小板减少)$

.

%药物因素#如肝素-万古

霉素等*

,

+

)

本研究表明#血小板计数可作为危重病患者临床监测的重

要参考指标)由于血小板检查采样方便#也能较准确-敏感地

反映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和预后#因此可作为危重症患者的一项

重要监测指标)同时
+*+P̂ L

'

系统涉及较多的生理学指

标#能更真实-详尽地反映机体危重状态#所以二者结合对病情

的判断与评估预后更加完善-更有意义#有利于提高抢救成功

率#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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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结果比较分析

高云霞"江苏省金坛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LNM)+

#&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

&'fM+

#&电化学发光法"

LPNM+

#

$

种

不同的检测方法对乙型肝炎病毒"

[̂Q

#表面抗原检测的灵敏度及运用价值$方法
!

随机选择
",#

份
[̂Q

感染血

清及
!#

份健康人群血清!分别采取
$

种不同方法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

LNM)+

与
LPNM+

&

&'fM+

与
LPNM+

检测结果之间对照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1!#

!

"

,

3"1$$

!

!

'

#1#!

#$

结论
!

目前临床常用的
$

种
[̂Q

表面抗原检测方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LNM)+

比较适合临床乙型肝炎的初筛!

&'fM+

与
LPNM+

相对检测准确性更好一些$

"关键词#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

!

电化学发光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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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

"

,#",

#

#04""#$4#,

!!

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Q

%感染导致的一类传染

病#在我国一般人群中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在
/#2

!

-#2

*

"

+

#

[̂Q

的早期发现与确诊临床主要依据实验室肝炎病毒标志物

的检测#

[̂Q

检测方法包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LNM)+

%-时间

分辨免疫荧光法$

&'fM+

%-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胶体金免疫

层析法-化学发光法及电化学发光法$

LPNM+

%等)

[̂Q

感染

最重要的血清标志物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B+

@

%#为了了

解不同检测方法检测
[̂B+

@

的结果有何不同#本文对
[̂Q

感染患者采取
LNM)+

-

&'fM+

-

LPNM+$

种不同的检测方法检

测
[̂B+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
LPNM+

检测确定为
[̂Q

感染病

毒携带者及患者收集到血清样本
",#

份#健康人群血清
!#

份)

$1/

!

仪器与试剂
!

$

"

%

LNM)+

检测采用
+NM)LM

全自动酶标

仪#由意大利生产(试剂选择
LNM)+ [̂B+

@

试剂盒#由
'5C<6

公司生产)$

,

%

&'fM+

检测采用
+&4,##$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由上海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

%

LPNM+

检测采用罗氏
L/#"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

试剂#由德国生产)

$1'

!

检测方法
!

所有仪器及试剂的操作均按操作说明书及实

验室操作规程进行#将
"%#

份血清分别采用
$

种不同检测方法

进行检测)

$11

!

结果判断
!

根据试剂说明书规定的判断标准进行结果

判断)

$12

!

统计学方法
!

计数资料采取配对
"

, 检验#

!

"

#1#!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0

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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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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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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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10



/

!

结
!!

果

/1$

!

"%#

份血清标本使用
LNM)+

与
LPNM+

两种方法定性检

测
[̂B+

@

结果比较
!

见表
"

)

/1/

!

"%#

份血清标本采用
&'fM+

与
LPNM+

两种方法定性检

测
[̂B+

@

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

份血清标本采用两种方法

!

定性检测
[̂B+

@

结果

LNM)+

LPNM+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 "%#

!!

注!

"

,

3,1!#

#

!

'

#1#!

)

表
,

!

"%#

份血清标本采用两种方法

!

定性检测
[̂B+

@

结果

&'fM+

LPNM+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 "%#

!!

注!

"

,

3"1$$

#

!

'

#1#!

)

'

!

讨
!!

论

目前在临床最常用的检测
[̂B+

@

方法是
LNM)+

#其价格

低廉-操作简单-方便-快速#在早期筛查和疾病治疗检测疗效

的过程中使用方便#但是重复性比较差#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

影响导致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受限*

,

+

)

&'fM+

是
,#

世纪
-#

年

代应用于临床的检测技术*

$

+

#相对灵敏度高#标记物制备也相

对简单#稳定性比较好#标准曲线性范围宽#操作也方便简单#

即使在低温环境下也能保存多年)

LPNM+

检测技术是电化学

发光和免疫测定相结合进行测定的一种技术#是现阶段非常先

进的免疫标记测定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高特异性-测定范围

宽广-试剂稳定及有效期长-操作简单-耗时短等其他免疫检测

方法不具有的优点*

.

+

)

本研究中使用了
LPNM+

作为标准的检测对照方法#

LNM)+

出现了
-

例漏诊的患者#考虑与判断结果时受到检测

灰色区域的影响及选择试剂等原因有关#导致出现部分结果的

误读#使用
&'fM+

与
LPNM+

两种方法定性检测
[̂B+

@

结果

对照比较分析显示#

!#

例健康者血清出现
$

例
LPNM+

检测为

阴性而
&'fM+

检测为阳性的情况#考虑与选择国产仪器及试

剂出现误差有一定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采取
LNM)+

-

&'fM+

-

LPNM+$

种不同的检测方法检测
[̂B+

@

#

LNM)+

与

LPNM+

-

&'fM+

与
LPNM+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1!#

#

"

,

3"1$$

#

!

'

#1#!

%#显示了
$

种检测方法在检测
[̂B+

@

上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临床其他学者报道的情况符合)在检测

中出现的不一致结果#除了分析和考虑上述原因外#亦应考虑

与病毒的低浓度或临界值的样本)有报道实验室弱阳性样本

有
"#2

的漏检可能性#低浓度
[̂B+

@

人群占
[̂B+

@

阳性人

群的
,$1"/2

*

!4%

+

#所以容易出现漏检的情况)因此在不同检

测方法检测结果不一样的情况下#要采取合适的复检措施#应

该尽量选择敏感度高的检测方法及其相应的配套试剂以提高

检测结果的准确率#避免出现误诊-漏诊现象)

总体看#

LNM)+

比较适合临床乙型肝炎的初筛#

&'fM+

与

LPNM+

相对检测准确性更好一些#但是在临床上对于
[̂B+

@

选择何种检测方法#还要结合医院和受检者的实际情况进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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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温度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影响

颜建华"贵航贵阳医院检验科
!

!!###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室内环境温度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影响$方法
!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将实验室环境

温度分别调至
"-

&

,!Y

$在两种温度下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二步法#进行操作!每份标本双孔检查!用酶标仪读取各

孔
G

值$结果
!

/#

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标本
,!Y

检测全阳性!

"-Y

检测则有
"%

例阴性!漏检标本的
G

值在
#1"#!#

!

#1$###

之间!漏检率
,-2

$结论
!

室内环境温度过低容易造成弱阳性标本的漏检!将室温控制在

"

,!c"

#

Y

!试剂
$#H>A

恒温后操作可降低弱阳性标本的漏检率!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及良好的重复性$

"关键词#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室内环境温度'

!

弱阳性标本漏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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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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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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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LNM)+

%是免疫酶技术中固相酶免疫 测定的一种技术#是免疫学检验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在临床实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0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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