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查结果则表明#

+)P()

对临床诊断信息的模糊#引起临床诊

断与治疗不够清晰明确)而
+)P()

也为诊断意义未明确的

非典型的鳞状细胞#即最多见的一类宫颈细胞学异常#能够达

到宫颈细胞学结果中的
!1#2

以上)因此#

+)P()

仅为一种

临床排除性的诊断#只能对所存在的病变危险进行提示#但不

能对非正常的病变进行明确诊断)所以应该结合病理活检加

以证实)

+)P()

进行活检后#其病理显示
P"R

以及其以上者

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并且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因此应该对

&P&

结果呈
+)P()

的患者加以重视#让患者尽可能获得最佳

的处理与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对宫颈病变患者应用
&P&

检测#准确实用#与

&[)

系统结合进行细胞学分类分析#能够提高其细胞学的诊

断敏感性与准确性#对早期发现患者宫颈的病变以及尽可能地

降低患者宫颈癌所致的病死率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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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法和二步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比较

丁仙红!叶黎红!黄月娥"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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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一步法检测高浓度表面抗原的漏检现象$方法
!

对一步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B+

@

#阴性乙型肝炎病毒
6

抗原和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阳性的标本进行倍比稀释后分别进行一步法和二步法

检测$结果
!

一步法检测的
/,#

份阴性血样中!二步法检测在原倍至
"]!",

时均有
-

份为阳性!而一步法检测在

不同稀释浓度检测结果不同!高浓度时阴性率较低!在稀释度
"]",-

至
"]!",

的阳性率最高$结论
!

一步法检测

高浓度
[̂B+

@

存在漏检现象!而二步法检测可减少
[̂B+

@

漏检率$

"关键词#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一步法'

!

二步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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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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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B+

@

%绝大多数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双抗体夹心双位点一步法*

"

+

)而当标

本
[̂B+

@

浓度过高时#会产生钩状现象出现假阴性*

,

+

#从而

造成漏检)本文主要探讨二步法检测在高浓度
[̂B+

@

中的

实际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1$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
,#""

年门诊患者标本一步法检测

[̂B+

@

阴性
/,#

份#而其中乙型肝炎病毒
6

抗原$

[̂6+

@

%阳

性占
-

份)

$1/

!

标本处理
!

用生理盐水将
-

份
[̂6+

@

阳性的血清标本

倍比稀释至
"]"#,.

#分别用一步法和二步法进行检测)

$1'

!

仪器与试剂
!

[Me4'+U!!#

型酶标仪#

[>5PLNN+h"

全

自动洗板机#试剂盒由上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1

!

检测方法

$111$

!

一步法
!

按试剂盒说明操作#即包被反应孔加待测标

本后直接加入酶结合物#

$%Y

水浴
$#H>A

#洗涤显色)

$111/

!

二步法
!

第一步加标本血清后#

$%Y

水浴
$#H>A

#洗

板后加酶抗体#再
$%Y

水浴
$#H>A

后洗板#然后加底物显色)

/

!

结
!!

果

/1$

!

一步法检测的
/,#

份
[̂B+

@

阴性血样中#用二步法检测

[̂B+

@

阳性有
-

份#其中
[̂6+

@

和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

$抗
4̂ [C

%

,

项都是阳性的有
%

份#

[̂6+

@

阳性-抗
4̂ [C

阴性

占
"

份)

/1/

!

在
-

例
[̂6+

@

阳性的标本中进行倍比稀释#用二步法检

测稀释至
"]!",

都呈阳性#而用一步法检测阳性率各不同#见

表
"

)

表
"

!

不同稀释度两种方法检验的
[̂B+

@

阳性结果

稀释度
一步法

阳性 阴性

二步法

阳性 阴性

一步法

漏检率$

2

%

原倍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讨
!!

论

从理论上讲#在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中#多数情况下#

[̂6+

@

阳性仅见于
[̂B+

@

阳性的血清中*

$4.

+

)但在一步法检

测中发现
[̂6+

@

阳性-

[̂B+

@

阴性的情况#是由于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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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含量过高#过量
[̂B+

@

分别和固相抗体和酶标抗体结

合#而不再形成0夹心复合物1#这种现象被称为钩状效应)当

发现
[̂6+

@

和抗
4̂ [C

阳性而
[̂B+

@

阴性时#应将样本用生

理盐水适当稀释#以防错检或漏检*

!

+

)在二步法检测中#高浓

度的
[̂B+

@

在与相同抗体结合后#多余的抗原被洗涤掉#不

会与之后加入的酶标抗体结合#从根本上避免了钩状效应的

发生)

总之#二步法与一步法比较#在检验操作上多了一步#却提

高了
[̂B+

@

的检出率#其临床意义和价值是明显的)因此本

文建议检测乙型肝炎病毒应采用经典二步法检测#以减少漏

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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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标本影响肝功能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分析

蒋晓仪"四川省南充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溶血标本影响肝功能的检验准确性$方法
!

将
!.

例体检者的血液标本分为溶血标本和

非溶血标本进行肝功能检测!检测项目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清蛋白"

+N[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

#&

%

4

谷氨酰转移酶"

SS&

#&直接胆红素"

U[MN

#&总蛋白"

&*

#&碱性磷酸酶"

+N*

#&血清总胆红素"

&[MN

#$

结果
!

溶血标本中
+N*

&

U[MN

&

SS&

&

&[MN

浓度降低!溶血标本中
+N&

&

&*

&

+)&

&

+N[

浓度升高$结论
!

溶血标

本影响肝功能检测的准确性!为此临床从采集血液标本到检测结束这个过程!要减少各种客观因素引起血样溶血$

"关键词#

!

溶血标本'

!

肝功能检验'

!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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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是临床血样检测不可避免的问题#其溶血后的血样标

本对肝功能临床各项生化指标检验会有一定的干扰作用#会影

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不能作为临床有效的诊断依据*

"

+

)溶血

原因多是由于化学低渗溶液或机械性振荡等理化因素引起的#

因此如何避免溶血成为临床检验科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分

析溶血标本对肝功能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将对
!.

例

肝功能溶血和非溶血标本进行生化测定#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自
,#""

年
$

月本院体检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c,1$

%岁)经过临床检查#排除无肝肾

功能障碍和血液系统疾病#均为健康体检者)

$1/

!

方法
!

对体检者在同一时间空腹抽取
.HN

静脉血#分

别注入
,

支干燥试管#每支
,HN

血液标本#并做好标记)其

中一支进行
!H>A

离心#未产生肉眼可见的乳糜血和黄疸#直

接进行肝功能生化测定)另一支置于
d.#Y

冰箱中冻结
$#

H>A

#血样标本融化后#采用上例离心方法分离溶血血清进行

肝功能生化测定)

$1'

!

仪器及指标
!

对
!.

例体检者的血样标本采用日立
%/##4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参数设置参考仪器操作手

册#检测时仪器性能良好#质控在可控制范围内)测定指标为!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清蛋白$

+N[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

%-

%

4

谷氨酰转移酶$

SS&

%-直接胆红素$

U[MN

%-总

蛋白$

&*

%-碱性磷酸酶$

+N*

%-血清总胆红素$

&[MN

%

*

,

+

)

$1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1#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c>

作为计量资料表示#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

例体检者的溶血血样标本和未溶血血样标本进行肝功

能检验#其溶血血样标本中
+N*

-

U[MN

-

SS&

-

&[MN

浓度相对

于未溶血血样浓度降低#溶血血样标本中
+N&

-

&*

-

+)&

-

+N[

相对于未溶血血样浓度增高#其对比结果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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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血血样标本和未溶血血样标本

!!

肝功能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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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指标 未溶血血清 溶血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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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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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样肝功能检测中#溶血标本会影响检验的准确性)其溶

血的原因比较复杂#机械性损伤-化学低渗溶液-药物反应等理

化因素均会引起血样溶血)为提高检验的准确性#需要减少客

观因素的影响#避免检验结果的误差)在临床检验中#出现严

重溶血时#需重新采取血样#轻微溶血标本可进行校正处理*

$

+

)

本研究中溶血血样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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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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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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