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用)

.+,

*

+

&SV

与左心室射血分数及心功能
Sb%)

分级密切

相关#是左心室收缩不全的最强标志物#可以作为心力衰竭的

指标)

!

*

+在心功能紊乱时#

&SV

测定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

2

*

+

S9+

H

@:&SV

的相对分子质量大#体内半衰期长$

".#

0B/

%#体外稳定#所以在血浆内的浓度较
&SV

高
.

#

"#

倍#与

&SV

相比
S9+

H

@:&SV

更利于实验室检测#早期心功能损害更

为敏感的指标+血浆
S9+

H

@:&SV

水平在非心源性呼吸困难

中比如肺源性心脏病导致右心的扩大可能也会使血浆
S9+

H

@:&SV

水平轻度增高#但是与心源性呼吸困难患者的血浆

S9+

H

@:&SV

水平相比仍有显著差异+如果患者呼吸困难时#

测定
S9+

H

@:&SV

值会轻度增加#此时可以排除心源性原因导

致的呼吸困难+在失代偿心力衰竭所致呼吸困难的诊断#常把

超声心动图检查中的射血分数下降作为标准#但因患者病情严

重#失去很好的体位配合#加上检查者的主观因素#均会影响射

血分数的检查结果+血浆
S9+

H

@:&SV

水平对于诊断和鉴别

心源性呼吸困难和非心源性呼吸困难有着既安全方便#准确及

时#又有敏感度和特异度高的特点)

3

*

+与心脏超声相比具有不

可比拟的优点#给临床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指标+

在本研究中#心源性呼吸困难组
S9+

H

@:&SV

浓度水平显

著高于非心源性呼吸困难组#并且两组含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对

照组+从表
"

结果可以看出#心源性呼吸困难与非心源性呼吸

困难均可引起
S9+

H

@:&SV

浓度升高#但心源性呼吸困难升高

幅度明显高于非心源性呼吸困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并且两组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S9+

H

@:&SV

与心力衰竭心功能分级成线性关系#各亚

组心功能不全者血浆
S9+

H

@:&SV

浓度水平均增高#且彼此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由此表明血浆
S9+

H

@:&SV

浓

度水平与心功能不全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总之#血浆
S9+

H

@:&SV

浓度水平能很好地反映患者的心

功能状态#因此#它可为呼吸困难患者的鉴别诊断提供实验室

依据+但也应看到
S9+

H

@:&SV

在肺源性右心力衰竭患者也

会增高)

$

*

+目前尚不能通过
S9+

H

@:&SV

水平升高幅度来判

断心功能不全的类型#但可通过检测血浆
S9+

H

@:&SV

浓度水

平来判断病情#评价疗效和判断预后)

Q+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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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DL05/

库尔特
1%+$Q#

全自动五分类血球仪性能

验证及评价

吴丽萍!金
!

丽"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乌鲁木齐
!

Q,##""

#

!!

"摘要#

!

目的
!

对校准后的
&?DL05/

库尔特
1%+$Q#

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主要性能评价$方法
!

对
&?DL05/

库尔特
1%+$Q#

分别进行精密度'携带污染率'总重复性'线性范围"稀释效应#与美国
&?DL05/

公司库尔特
1%+2##

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可比性测定$结果
!

精密度高(白细胞"

i&O

#'红细胞"

W&O

#'血红蛋白"

%J

#'红细胞比容

"

%O9

#'血小板计数"

V19

#检测的
@W

均小于
.X

%携带污染率低(

i&O

'

W&O

'

%J

'

%O9

'

V19

的交叉污染率均小于

.X

%正确度高(与靶值比较!

5

$

#-#2

%线性范围好(

i&O

'

W&O

'

%J

'

%O9

'

V19

检测的相关系数接近
"-#

!

&?DL05/

库尔特
1%+$Q#

与
&?DL05/

库尔特
1%+2##

全血细胞分析仪有很好的可比性$结论
!

该仪器检测的结果准确'可

靠!主要性能指标符合实验要求!

&?DL05/

库尔特
1%+$Q#

是一种较理想的全血细胞分析仪$

"关键词#

!

全血细胞分析仪%

!

准确度%

!

精密度%

!

携带污染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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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Q+#,

!!

美国
&?DL05/

公司
&?DL05/

库尔特
1%+$Q#

五分类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应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技术和荧光技术#进行

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并可对原始细胞,幼稚细胞和有核红

细胞等进行报警提示#每小时可检测
3#

份标本)

"

*

+为了解该

仪器的性能特点#作者参考有关文献对其主要性能进行了检

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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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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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材料与方法

$-$

!

待评价仪器
!

&?DL05/

库尔特
1%+$Q#

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及配套原装试剂由美国
&?DL05/

公司公司生产+该仪器应

用电阻抗法$库尔特原理%#根据血细胞的不良导电性和产生电

阻抗原理来计数血液中的细胞+

'OI

中
'

是双电极的直流特

性#即利用库尔特原理测量出原态白细胞的体积大小(

O

是射

频传导特性#由流式池内的双电极加高频电流测得#主要反映

细胞的核质比大小(

I

代表激光散射性#反映细胞在聚焦点时

的形状和表面特性#与细胞的皱折和表面积大小有关)

.

*

+本文

通过
'OI

的综合分析对白细胞进行准确的分类#应用血红蛋

白测定采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比色法+

$-/

!

对照仪器
!

&?DL05/

库尔特
1%+2##

血细胞分析仪及原

装配套试剂+

$-'

!

标本来源
!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YU9)+M

.

%抗凝新鲜

全血+

$-1

!

方法
!

抗凝新鲜全血采集后
3-#>

内#参照
&?DL05/

库

尔特
1%+$Q#

自动血液分析仪的操作手册进行检测+

$-2

!

质量控制
!

按说明书要求安装,调试后#用
&?DL05/

库

尔特提供的校准品校准该仪器+评价期间#每次开机预热
,#

0B/

待系统稳定后测试标本+

$-)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K'I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处理+

/

!

结
!!

果

/-$

!

精密度
!

准备新鲜中值和低值各
.

份
YU9)+M

.

抗凝

血#按常规方法每份连续测定
.#

次#所得结果经统计分析得批

内精密度结果#并将另一份标本每天分
!

批#每批间隔时间在

.>

以上重复上述测定
26

#所得结果经统计分析结果为批间

精密度)

"

*

+统计结果见表
"

,

.

+

表
"

!

批内精密度分析结果

分析参数 分析次数
E

> @W

$

X

%

i&O

中值
.# 8-"2 #-#$, #-Q#.

i&O

低值
.# ,-,, #-#2" "-2.#

W&O

中值
.# 2-!! #-#., #-!.3

W&O

低值
.# "-Q, #-#"2 #-$82

%J

中值
.# "3.-!$ #-8,3 #-2$3

%J

低值
.# !8-.$ #-2"$ "-#2#

%O9

中值
.# #-!$ #-##, #-3.$

%O9

低值
.# #-"! #-##" #-$"#

V19

中值
.# .#8-8$ ,-Q.! "-Q."

V19

低值
.# 38-Q" "-,## "-Q3#

!!

注!

i&O

为白细胞#

W&O

为红细胞#

%J

为血红蛋白#

%O9

为红细

胞比容#

V19

为血小板计数+

/-/

!

携带污染率
!

先测一定数量标本#待测定数达到稳定时+

取
"

份高值标本连续测定
,

次$

%"

,

%.

,

%,

%#随后立即取
"

份

低值标本连续测定
,

次$

1"

,

1.

,

1,

%+按公式计算!携带污染

率变异系数$

@WX

%

[

$

1"_1,

%"$

%,_1,

%

h"##X

#结果分别

为!

i&O

为
#-#2X

#

W&O

为
#-8,X

#

%J

为
#-##X

#

%O9

为

#-8QX

#

V19

为
#-,.X

+

/-'

!

准确性分析
!

由
&?DL05/

库尔特提供的校准物一份在

&?DL05/

库尔特
1%+$Q#

仪器上每天连续测定
!

次#测定
26

#

所得结果计算出各参数的均值,标准差#与靶值相比较#并进行

统计学分析#结果见表
,

+

/-1

!

线性可报告范围
!

选取高值标本 $

i&O,"-8!

,

W&O

$-2.

,

%J.,8-2#

,

%O9#-3Q

,

V198$2-3#

%

"

份#将其作为

"##X

的浓度$原倍%+用稀释液将其
$2X

,

2#X

,

.2X

和
#X

稀

释$

#X

就是原倍稀释液的浓度%#再按
#X

,

.2X

,

2#X

,

$2X

,

"##X

的顺序分别进行测定#每个稀释度各检测
,

次#以平均值

作为检测结果#与其理论值进行回归线方程分析#结果见表
!

+

/-2

!

可比性
!

取
.#

份涵盖各医学决定水平新鲜抗凝血标本#

分别使用
&?DL05/

库尔特
1%+$Q#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和

&?DL05/

库尔特
1%+2##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对应

的检测值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及
?

检验#结果见表
2

+其余

W&O

,

%J

,

%O9

,

V19

全部参数
5

均小于
#-#2

#所以以上两种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表
.

!

批间精密度分析结果

分析参数 分析天数
E

> @W

$

X

%

i&O

中值
2 8-"2 #-#Q. #-Q82

i&O

低值
2 ,-,2 #-#2Q "-$,,

W&O

中值
2 2-!, #-#,! #-3.,

W&O

低值
2 "-Q2 #-#"2 #-Q."

%J

中值
2 "3,-.# #-8!2 #-2$8

%J

低值
2 2#-.! #-23Q "-",#

%O9

中值
2 #-!$ #-##, #-3Q#

%O9

低值
2 #-"! #-##" #-$$3

V19

中值
2 .""-8" ,-8.# "-Q2#

V19

低值
2 $#-$, "-!.# .-###

表
,

!

准确性分析结果

测定参数 靶值 实测值
> 5

i&O

$

h"#

8

"

1

%

8-.# 8-.Q #-.2 #-#3

W&O

$

h"#

".

"

1

%

!-"8 !-.2 #-#! #-#3

%J

$

*

"

1

%

".Q-## ".Q-Q2 "-## #-.#

%O9

$

X

%

#-,3 #-,3 #-#" #-.2

V19

$

h"#

8

"

1

%

.#!-## .#Q-$# "2-## #-.,

表
!

!

线性可报告范围测试参数及结果

检测参数
稀释浓度

#X .2X 2#X $2X "##X

线性方程
6

i&O

$

h"#

8

"

1

%

预测值

实测值

#-##

#-2$

Q-"8

Q-22

"3-,Q

"3-,Q

.!-2$

.,-8#

,.-$3

,"-82

P[#-32\#-8$S #-88Q#

W&O

$

h"#

".

"

1

%

预测值

实测值

#-##

#-##

"-Q!

"-Q$

,-3$

,-3$

2-2#

2-3!

$-,!

$-2,

P[#-#.\"-#,S #-888#

%J

$

*

"

1

%

预测值

实测值

#-##

#-!,

28-.#

28-$,

""Q-!#

""Q-!#

"$$-3#

"Q#-,#

.,3-Q#

.,8-2#

P[#-#$\"-#"S #-8882

%O9

$

X

%

预测值

实测值

#-##

#-##

#-"3

#-"$

#-,,

#-,,

#-!8

#-2#

#-33

#-3Q

P[#-##\"-#,S #-888Q

V19

$

h"#

8

"

1

%

预测值

实测值

#-##

#-,$

.!2-!#

.,.-2#

!8#-8#

!8#-8#

$,3-,#

$,!-Q#

8Q"-$#

8$2-3#

P[,-$.\"-##S #-88$#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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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两种仪器比对结果%以
i&O

为例'

序号
参比仪器测定均值

$

E

%

比对仪器测定均值

$

E.

%

偏差$

X

%

" 3-!8 3-2! #-"#

. 2-.. 2-"$ _#-",

, $-Q2 $-$8 _#-"#

! $-8. $-83 #-#$

2 !-Q$ !-8" #-""

3 3-.$ 3-.! _#-#3

$ 3-,! 3-.2 _#-"8

Q 2-2, 2-!3 _#-"$

8 3-$8 3-QQ #-"Q

"# Q-.2 Q-#8 _#-.3

"" !!-!. !.-"$ _#-38

". "!-8# "!-"$ _#-3$

", "!-.2 ",-,2 _#-Q$

"! ."-#! "8-Q. _#-Q#

"2 "2-Q2 "2-2" _#-.8

"3 ,-28 ,-$8 #-$.

"$ .-Q, .-88 #-$,

"Q .-Q. .-$2 _#-,!

"8 ,-"$ ,-"" _#-.2

.# ,-,! ,-"" _#-82

'

!

讨
!!

论

&?DL05/

库尔特
1%+$Q#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测试

结果显示#$

"

%精密度高!

i&O

,

W&O

,

%J

,

%O9

,

V19

检测的批

内,批间
@W

均小于
.X

($

.

%携带污染率低!

i&O

,

W&O

,

%J

,

%O9

,

V19

的携带污染率均小于
"X

($

,

%准确度高测定值与

靶值比较绝对偏倚值均小于
"

"

,O1P)̀QQ

的规定#表明测定值

与真实值差异可接受+$

!

%稀释效应好!

i&O

,

W&O

,

%J

,

%O9

,

V19

检测的相关系数接近
"-#

($

2

%可比性分析!

&?DL+

05/

库尔特
1%+$Q#

与
&?DL05/

库尔特
1%+2##

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进行相关性分析及
?

检验分析#全部参数
5

值均小于

#-#2

#所以以上两种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2

*

+

通过以上对
&?DL05/

库尔特
1%+$Q#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性能的评价#作者认为它性能良好,测试速度快#是一种较为

理想的血细胞分析仪#能够满足临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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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妊娠早中晚期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水平及参考区间在

两种检测系统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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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期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N9

!

#在不同检测系统的可比性!制定正常妊娠早中晚期
N9

!

在不同检测系统的参考区间!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采用西门子
O?/;5<@

0

V̂

与雅培
B.###

化学发光检测系

统分别检测
"!2

例妊娠早期'

"3#

例妊娠中期'

",8

例妊娠晚期妇女
N9

!

水平!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妊娠早中

晚期
N9

!

水平在不同检测系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5

$

#-#2

#!相关系数均大于
#-8#

$相同检测系统组妊娠早中

晚期
N9

!

水平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正常妊娠期
N9

!

参考区间在西门子
O?/;5<@

0

V̂

检测系统

分别为(妊娠早期"

"-#.

#

"-2Q/

*

&

61

#'妊娠中期"

#-82

#

"-,!/

*

&

61

#'妊娠晚期"

#-Q$

#

"-.,/

*

&

61

#%在雅培

B.###

检测系统分别为(妊娠早期"

#-Q.

#

"-,#/

*

&

61

#'妊娠中期"

#-$8

#

"-"#/

*

&

61

#'妊娠晚期"

#-3$

#

#-8,

/

*

&

61

#$结论
!

正常妊娠早中晚期
N9

!

水平逐渐下降!妊娠早中晚期
N9

!

水平在不同检测系统不具有可比性!分

别确定妊娠期早中晚期
N9

!

水平在不同检测系统的参考区间对临床诊治妊娠期甲状腺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

妊娠%

!

检测系统%

!

参考区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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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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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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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主要包括妊娠期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

甲亢%,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在对妊娠期妇女

进行甲状腺疾病筛查时#当母体促甲状腺激素$

9I%

%水平升

高#必须检测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N9

!

%以区分亚临床甲减和临

床甲减#在妊娠前
,

个月存在
9I%

受抑制$

9I%

$

#-"04

"

1

%的孕妇#必须进行
N9

!

的检测)

"+.

*

+本研究采用西门子
O?/+

;5<@

0

V̂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与雅培
B.###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

及配套
N9

!

水平试剂检测了共
!!!

例妊娠期
N9

!

水平#分析

妊娠期
N9

!

在不同检测系统的可比性#并确定了两种检测系

统正常妊娠早中晚
,

期的
N9

!

水平的参考区间#以满足临床

诊治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需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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