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

3L**

结果延长+

/#)

!

标本应该放在低温保存#采血后血液在室温放置时间不

能超过
&>

#防止
2

因子和
3

因子的活性下降+标本分离应在

(%%%@

"

C78

离心
!%C78

#离心时间过短影响结果准确性+

'

!

抗凝剂及试剂的选择

'#$

!

根据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国际血栓与止血委员会

推荐使用
!%5CC6J

"

2

$

("#%

=

"

2

&的枸橼酸钠作为凝血因子检

查首选抗凝剂+草酸盐与钙形成不溶性的沉淀物#影响测定的

光电终点观察+肝素可与
3*0

-

作用抑制许多凝血反应+乙

二胺四乙酸能抑制或干扰纤维蛋白凝块形成时纤维蛋白单体

的聚合#对
2

因子保护性差+

'#/

!

检测血凝使用的试剂必须三证齐全#试剂#仪器符合国家

标准+试剂准备过程应注意使用离子水#

-

F)#%

!

4#%

+试剂

质控品溶解不当+如果
-

F

值偏高#达不到适当的缓冲#会使

凝固时间延长+含有保护剂,抗生素,抗体或其他添加剂的水

不能用于试剂的复溶剂+复溶时稀释液的加量力求准确#试剂

复溶后要注意其有效期及稳定实效+

'#'

!

抗凝剂与血的比例为
!_5

#当患者红细胞压积大于
$$O

或小于
"%O

时#要调整抗凝剂的比例)枸橼酸钠的体积
]

%#%%!'$̀

$

!%%jF,*

&*#抗凝剂过多或血量不足都可使结果

假性延长+

1

!

检测的操作及结果分析

1#$

!

首先检查仪器的光源#温度#电压等是否正确#检测前要

仔细检查所有试剂,缓冲液及标本是否有沉淀,污染等现象#发

现问题应及时更换+检查血浆是否有凝块#溶血#黄疸或者脂

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对半自动血凝仪最好做双份测定#同时

注意测定时的手法及加样的准确性#其加样顺序和预温时间对

测定结果都有一定影响+

1#/

!

每次检测前先应检测参比血浆或者质控血浆以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建立本实验室的质控范围+定期校正标准曲线+

1#'

!

对检测结果异常者必须复查#有疑问时首先与临床取得

联系+

1#1

!

各种原因导致的有出血倾向的患者其检测结果要结合疾

病本身因素及抗凝药物的使用情况#以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检

验项目共同分析#不能仅以血凝分析为依据+对一些患者血液

处于高凝或低凝状态#此时分析结果一定要结合患者病情进展

程度综合分析+

总之#随着近年来血栓与止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及临床

应用的不断推荐#检验人员素质的提升#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

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信其血凝检测将会有新的进展#在临床诊

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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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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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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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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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鼠强中毒是急诊科常见病#发病急#病程短#如不及时抢救

治疗#会立刻导致患者死亡)

!

*

+本文通过两例实例说明大剂量安

定及大量温盐水洗胃治愈毒鼠强中毒的临床疗效+大剂量安定静

脉推注及静脉滴注#同时大量温盐水洗胃)

"

*

+大剂量安定及大量

温盐水洗胃治疗毒鼠强中毒症状缓解快#恢复快)

(

*

+大剂量安定

及大量温盐水洗胃治愈毒鼠强中毒疗效可靠+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病例
!

!女性#

&$

岁#已婚+患者以.昏迷#抽搐
!>

/代主诉

收住院+患者于当日与家人吵架后#自服.三步倒/鼠药
"

包#

服后
&

!

$C78

即出现四肢抽搐#牙关紧闭#颜面发绀#口吐白

沫#呼之不应#抽搐频繁发作+既往无抽搐史#无癫痫史+查

体!血压
5$

"

&$CCF

=

$

!CCF

=

]%#!((aL/

&#中度昏迷#不

断抽搐#抽搐持续时间
&

!

$C78

#间隔
!C78

左右+抽搐发作

时牙关紧闭#颜面紫绀#口吐白沫#四肢呈痉挛状+双侧瞳孔等

大等圆#直径约
"CC

#对光反射迟钝+颈硬#气管居中+双肺

呼吸音粗#有广泛性痰鸣音#心率
!"%

次"
C78

,律齐+诊断!重

度毒鼠强中毒+入院后首先静脉注射安定
"%C

=

#用
$O

葡萄

糖注射液$

M+

&

$%%C2

联合安定
'%C

=

静脉滴注#并调节滴

数#以不出现抽搐为准#然后用
&%%%%C2

温盐水$每次
$%%

C2

&反复,彻底洗胃#洗胃过程中患者出现点头呼吸#立即在液

体中加入呼吸兴奋剂可拉明,洛贝林各
(

支#呼吸逐渐平稳#洗

胃结束+患者仍处于昏迷状#给予静脉滴注
"%O

甘露醇
"$%

C2

#地塞米松
"%C

=

#速尿
"%C

=

#纳洛酮
"#%C

=

等#

!>

后患者

出现躁动不安#观察
$>

仍未消失#即给予静脉注射冬眠
!

号
!

支+患者逐渐安静下来#当晚神志逐渐清醒#生命体征平稳#第

"

天完全清醒#一般输液后于第
$

天出院+

病例
"

!男性#

((

岁#已婚#农民+以.昏迷#抽搐
">

/收入

院+患者自服.一闻死/鼠药
!

包#服后立即出现四肢抽搐#牙

关紧闭#口吐白沫#白沫中有红色血液#呼之不应#大小便失禁#

">

后送入本院+既往无抽搐史+查体!体温
($Z

#脉搏
!!%

次"分#呼吸
(%

次"
C78

#血压
!$%

"

5%CC F

=

#呈中度昏迷状#

四肢呈持续性痉挛状#牙关紧闭#口吐白沫#白沫中有少量血

液+双侧瞳孔等大圆形#直径约
!CC

#光反射无+颈硬#双肺

呼吸音粗#充满痰鸣音#心腹无异常#病理反射未引出+诊断!

重度毒鼠强中毒+入院后先静脉推注安定
"%C

=

#抽搐未停

止#继又静脉推注安定
(%C

=

#待抽搐停止后立即洗胃#每次

$%%C2

温盐水#共用温盐水
&%%%%C2

#同时建立静脉通道#

用
$OM+$%%C2

联合安定
$%C

=

静脉滴注#调节滴数#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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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抽搐为准+洗胃结束后#给予静脉滴注
"%O

甘露醇
"$%

C2

#地塞米松
"%C

=

#速尿
"%C

=

#同时加强护理+

(>

后患者

神志完全清醒#第
(

天出院+

/

!

讨
!!

论

本文抢救的主要措施是!$

!

&大剂量的安定%$

"

&大量温盐

水反复彻底洗胃+安定可有效地控制窒息的发生#防止死亡+

大量温盐水洗胃可彻底地将毒物清除#从而阻止毒物对中枢神

经的继续侵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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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检测的影响

因素及质量控制

赵飞雪"湖南省长沙市血液中心检验科
!

&!%%%!

$

!!

"关键词#

!

全自动酶标分析系统#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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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K+3

&是血站血液筛查传染病项目

的常用检测方法+由于血站
.2K+3

检测对设备要求通量大#

一般均采用全自动检测设备进行检测+费米$

W3X.

&全自动

酶免分析仪是瑞士哈美顿公司公司生产的完全自动化的酶标

处理系统#

!554

获得美国
WV3

许可#用于血站筛查实验室)

!

*

+

其改变了传统的手工法试验#实现了操纵过程的自动化和标准

化#减少了人力和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
.2K+3

试验

水平受试剂盒品质,操作过程和反应条件的影响#可造成试验

结果变异过大#造成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带来不良后果+本

文就
W3X.

全自动酶免疫分析仪的性能特点,检测影响因素

和质量控制进行初步讨论+

$

!

W3X.

全自动酶免处理系统的性能特点

W3X.

采用模块化设计#并行工作模式#双洗板模块+集

自动加试剂#孵育#洗板#读板于一体#全程采用电脑控制+该

仪器可同时处理不同
.2K+3

试验项目#实现了多任务,多通道

平行处理的检测模式+硬件上集成了液体水平检测技术,体积

与重量传感,光学位置传感等技术#能够真正控制检测的全过

程控制+软件方面#该仪器对酶联免疫的各个步骤都有微机编

程#使处理过程在严格控制下进行#使得每项检测的条件几乎

一致#保证了操作的稳定性+与常规方法比较#

W3X.

分析仪

的其主要的性能特点是可提高检测的精密度,灵敏度和特异

性#从而降低了由输血传播疾病的危险#增加了输血的安全

系数+

W3X.

分析系统得出的结果重复性好,精密度高,结果稳

定可靠+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F1;3

=

&

%#$d

"

CJ

质控血

清#抗
0F,U"8AG

"

C2

质控血清及抗
0FKU"8AG

"

C2

质控血

清作为质控物#分别收集
(

项试验
W3X.

程序和常规程序连

续
"%

次试验质控值#求每一质控血清值相对于
AG<6BB

值的比

率#比较
W3X.

和常规手工操作的精密度+

W3X.

结果质控

值的摆动范围变窄#

D-

和
>V

值均小于常规结果质控值的
D-

和
>V

值$

W3X.

程序的
>V

分别是
"%#!"O

,

"%#"(O

和

!(#%'O

#常 规 程 序 的
>V

分 别 是
&4#"&O

,

"'#&&O

和

"&#5)O

&#

W3X.

程序的应用改善了
.2K+3

试验的精密度)

"

*

+

W3X.

系统与常规操作相比可以减少非特异反应#并且

提高试剂的灵敏度+有研究用均为华美生物工程公司生产的

F1;3

=

,抗
0F,U

%厦门新创公司的抗
0FKU

$夹心法&试剂比较

W3X.

和常规方法的#得到
W3X.

的非特异性反应分别为

%#%(4

,

%#%4&

和
%#%(4

#常规操作的非特异性反应为
%#((

,

%#(4

和
%#$5

)

"

*

+同时#多中心的评价研究表明)

(0&

*

#与常规方法比#

W3X.

分析系统还可显著地提高试剂的灵敏度#可以将
F10

;3

=

的灵敏度由
5"O

提高到
5(O

#丙肝抗体的灵敏度由

5(#4O

提高到
5'#4O

+

/

!

影响
W3X.

全自动酶免疫分析仪检测的因素

.2K+3

反应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反应条件要求高+

W3X.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采用全自动处理#分析参数的设计

和检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实验室应

该根据实际条件和情况对分析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系统误差#控制随机误差+分析前中后各环节进行严格

把关#遵循规范化操作+除了试剂的质量,洗版和显色等影响

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容易被忽略+

标本的质量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2K+3

试验的

理想标本是收缩良好的非溶血,非脂血且离心充分的血清样

本+但在血站日常工作中#往往采用肝素抗凝血样#其抗凝效

果好,配制和使用方便而被首选+但肝素抗凝血随血样保存时

间和温度改变而有所变化#稳定性差+若肝素比例不够或标本

保存时间较长时#样本经
W3X.

孵育后会可能发生纤维蛋白

析出的现象#使得酶标板微孔中呈现凝胶状#影响检测结果#甚

至导致
W3X.

吐板+

加样编程中#加样高度的设计和优化对结果也会影响检测

结果+仪器默认设置的加样高度可能不是最佳高度#只能作为

参考+若加样高度太小#易在针尖悬挂小液滴#加样不准确+

若加样体积太小#则可能发生漏加现象导致假阴性+若高度太

大则会发生交叉污染+研究显示加样高度
'#!

!

5#!CC

对检

测结果影响较大#特别是抗
0F,U

检测#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

当加样高度大于
5#!CC

时#

>V

&

!$O

+

根据
W3X.

分析仪的说明书#加酶温育的时间是
)%C78

+

但是在
""Z

室温下#酶从进入
W3X.

孵育巢后需要约
4C78

温度才能升到
(4Z

#酶的活性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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