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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临床诊断中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方法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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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不同临床诊断测定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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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不同方法学的结果差异$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略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中存在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病例
.$

例!冠状动脉狭窄
"!

例!慢性肾脏功能障碍病例
2)

例!肝功能损伤病例
).

例!健康体检人群
.$$

例!分别利用甲基转移酶方法试剂与胱

硫醚方法测定试剂进行测定
%F

H

!利用成对
?

检验比较结果$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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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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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在不同临床诊断中可以进行

区别!不同方法测定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血清中的特殊成分会对不同测定方法造成不同程度的

影响$

"关键词#

!

临床诊断'

!

同型半胱氨酸'

!

甲基转移酶'

!

胱硫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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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1/.4*2!!

"

.$".

#

"24"/./4$.

H6>?85898

:B

;87

4

<A+,8-8D>?6,6A@7?878;

B

,>6+-6+->?65+DD6A6->;9+-+;<95+<

:

-8,+,

!

"2-&5'H7&

$

G7

<

)F?H71?.

@

!=&1&()=C)I.F)?.F

9

#

;7.

<

=7>/"./

<

&?)=.

@

C57

9

)1

:

!.51?

9

#

")1S0.1

:

#

30)1E&/.2)$$

#

!0&1)

%

&

FG,>A<;>

'

!

"G

*

6;>+=6

!

+59D=C6=<9<@98BEE9:97F9=?57

G

;9D9:=CFCB7BF=C8B=

G

75;B;5E@5?5F

H

;<9B79

$

%F

H

%

F574

F97<:=<B57K

H

<>5<9;<?9<@58;-H6>?85,

!

a9;9C9F<98.$;=?

A

C9;5EE=?BC

H

@B;<5:

H

>B<@F=:8B5D=;F6C=:8B;9=;9

#

"!

;=?

A

C9;5EF5:57=:

H

;<975;B;

#

2);=?

A

C9;5EF@:57BFOB879

H

E=BC6:9

#

).;=?

A

C9;5EF@:57BF@9

A

=:E=BC6:9

#

=78.$$;=?4

A

C9;5E75:?=C

A

95

A

C9

#

=78<9;<98<@9F57F97<:=<B575E%F

H

K

H

<>5?9<@58;>@BF@F57<=B7;?9<@

H

C<:=7;E9:=;9?9<@58

=78F

H

;<=<@B57B79?9<@58-I6,@9>,

!

+@9%F

H

C9D9C;5EE=?BC

H

@B;<5:

H

>B<@F=:8B5D=;F6C=:8B;9=;9

G

:56

A

>9:9

$

"1-)d

2-"

%

-

?5C

"

R

$

YUS+

%

=78

$

"/-)d!-"

%

-

?5C

"

R

$

,+U

%#

;

'

$-$!

(

=78<@5;9B7F5:57=:

H

;<975;B;

G

:56

A

>9:9

$

.2-"d

!-"

%

-

?5C

"

R

$

YUS+

%

=78

$

.)-2d!-1

%

-

?5C

"

R

$

,+U

%#

;

'

$-$!

(

=78<@5;9B7F@:57BFOB879

H

E=BC6:9

G

:56

A

>9:9

$

2-*d"-*

%

-

?5C

"

R

$

YUS+

%

=78

$

2-)d.-#

%

-

?5C

"

R

$

,+U

%#

;

'

$-$!

(

=78<@5;9B7F@:57BF@9

A

=:E=BC6:9

G

:56

A

>9:9

$

!-#d.-2

%

-

?5C

"

R

$

YUS+

%

=78

$

!-)d)-/

%

-

?5C

"

R

$

,+U

%#

;

'

$-$!

(

=78<@5;9B7<@975:?=C

G

:56

A

>9:9

$

!-"d)-$

%

-

?5C

"

R=78

$

2-!d.-$

%

-

?5C

"

R

#

;

'

$-$!-J8-;9@,+8-

!

+@9F57F97<:=<B575E%F

H

B;8BEE9:97<=FF5:8B7

G

<5FCB7BF=C8B=

G

75;B;

#

<@9:9;6C<5E<>5?9<@58;B;<@9;=?9

#

=C<@56

G

@;5?9;6K;<=7F9F=78B;<6:K<@9<9;<:9;6C<-

&

K6

B

C8A5,

'

!

FCB7BF=C8B=

G

75;B;

(

!

@5?5F

H

;<9B79

(

!

?9<@

H

C<:=7;E9:=;9

(

!

F

H

;<=<@B57B79

!!

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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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为含巯基氨基酸#是胱硫醚和蛋氨酸

转硫化和甲基化代谢旁路中形成的中间体+

#$0

的同型半胱

氨酸在血中通过二硫键与蛋白质结合#只有很少一小部分游离

同型半胱氨酸参加循环)

"

*

+其在血清中的含量较少#检测时需

对影响信号进行放大+而酶循环的检测方法正是通过工具酶

的循环#将血清中微量
%F

H

转化成检测的生化信号#从而通过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定量测定+近年来#作为心血管疾病危

险分层预测指标#其临床价值已得到充分肯定+高
%F

H

血症

是动脉硬化粥样硬化,血栓栓塞性疾病和血管损伤的一种独立

危险因素)

.4)

*

+不同的临床诊断#

%F

H

血清水平对其有不同反

映+本研究通过不同疾病组别标本进行方法学平行比较#以评

估内源性干扰的程度+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收集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患

者中存在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病例
.$

例$未出现冠状动脉疾

病症状%#冠状动脉狭窄病例
"!

例$冠状动脉造影确诊%#慢性

肾脏功能障碍病例
2)

例$排除心血管疾病患者%#肝功能损伤

病例
).

例$排除心血管疾病患者%#健康体检人群
.$$

例$排除

所有以上相关疾病%+以上对象均采集静脉血#不加任何抗凝

剂#

)$$$

转离心
"!?B7

#分离血清+收集患者诊断信息#按不

同疾病组进行分类+

$-/

!

试剂
!

采用美国
Y]3ckSW

公司生产的同型半胱氨酸

测定试剂盒$甲基转移酶循环法%与挪威
3[]I4I%]WRY

公司

生产的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使用各自配套校准品进行

校准+

$-'

!

仪器
!

东软
UI342$$

+

$-1

!

方法

$-1-$

!

标本测定
!

将收集到的患者血清分别使用两种不同方

法学试剂进行即时测定+

$-1-/

!

统计学方法
!

按不同疾病组对测定结果进行分类#利

用
I&II")-$

对数据进行成对
?

检验#以双侧
*!0

作为置信区

间#判断不同方法学测定结果的差异性+同时将各组
%F

H

水

平进行比较#进行成组
?

检验#以双侧
*!0

作为置信区间#判断

不同疾病组测定结果的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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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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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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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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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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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不同疾病组别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结果分别进行比较#成对

?

检验#统计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疾病组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结果比较%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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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1

甲基转移酶方法 胱硫醚方法

健康体检组
.$$ !-"d)-$ 2-!d.-$

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组
.$

"1-)d2-"

=

"!-)d!-"

=

冠状动脉狭窄组
"!

.2-"d!-"

=

.2-1d!-2

=

慢性肾脏功能障碍组
2)

2-*d"-*

=

2-)d.-#

=

肝功能损伤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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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体检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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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在本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了具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病

例进行分析#发现其
%F

H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体检人群#具有统

计学意义+这也再次证明
%F

H

是评价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

重要指标+当然#在对冠状动脉疾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证

实了高
%F

H

血症与冠状动脉狭窄的关联性)

2

*

+

根据不同循环酶法的检测原理不同#可以看出甲基转移酶

方法可能受到机体内源性氨,

I4

腺苷蛋氨酸,

I4

腺苷
%F

H

的干

扰#而胱硫醚方法可能受到内源性胱硫醚#丙酮酸盐的干扰+

所以在本研究中选取的病例样本都是考虑到这些干扰物质的

存在+

但是通过实验证明#在慢性肾脏功能不全的情况下#有可

能受到内源性胱硫醚干扰的胱硫醚循环方法与甲基转移酶循

环酶法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在于#内源性胱

硫醚的干扰#只会出现在严重肾脏功能障碍与代谢紊乱的病例

中+而本研究并未将此类人群纳入研究对象+同时#根据相关

文献报道#这种内源性干扰极少出现+当然在肝功能受损情况

下#内源性的氨也有可能对甲基转移酶方法测定同型半胱氨酸

产生正干扰+但是本研究也证实#肝功能损伤组的测定结果差

异也无统计学意义#甲基转移酶方法试剂说明书也说明其试剂

在氨水平
!$

-

?5C

"

R

并不受干扰)

!

*

+

综上所述#认为虽然理论上两种方法都会存在内源性干扰

的问题#但在临床实验测试应用中#这些干扰出现的概率较小+

而考虑到临床检测适应证的问题#这些内源性干扰的可能性可

能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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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

生化分析仪#校正后再将患者混合血清进行比对测定#

两个系统得到了较高的一致性#经过统计学分析#

#

项酶测定

结果均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系数均在

$-**/0

以上#符合检验工作的要求#满足了临床的需要+相关

与回归分析表明#实验方法与比较方法间的相关系数$

F

%均大

于
$-*/!

#说明
-

的分布范围合适#可以用回归统计的方法分

析
.

台仪器之间的系统误差+利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计算系

统误差#系统误差小于
"

"

.,R]3M##

为临床可接受标准+将不

同血清酶的医学决定水平#在两台生化分析仪通过比对试验及

校正后#建立统一的室内质控系统#可使仪器间分析结果具有

可比性#为临床提供一致可靠的检验数据+

实验表明#两台仪器使用相同的校准物,质控物,试剂,清

洗液,水质,运行环境条件等#系统差异更小#检测结果更具可

比性+但由于两台仪器的使用年限不同#一些光学部件的性能

差异较大#对检测结果有显著的影响+当滤光片使用
)

年后#

在
)2$7?

处对光的通透性影响较大#表现在仪器做吸光度检

查时#

)2$7?

与
2$!7?

波长的吸光度相差
$-)!$$

以上#对新

更换的灯炮#

)2$7?

波长的吸光度值接近
$-").$

#而
2$!7?

波长的吸光度值接近
$-*!$$

+若
)2$7?

空白吸光度值大于

$-"2!$

后#使用
)2$7?

波长为主测量波长的酶类项目在反应

曲线上出现跳点现象#对速率法方法学的检测结果产生显著影

响+大部分酶类项目使用
)2$7?

为主检测波长#以速率法为

检测方法学#因此#滤光片的性能对酶类项目检测结果的影响

较大#在做吸光度空白检查时#发现
)2$7?

与
2$!7?

波长的

空白吸光度值相差超过
$-)$$$

应更换新的滤光片+当
/$1$

与
/1$$4$.$

生化分析仪的光学系统经过检查校正后#两台仪

器具有更好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

"

* 魏吴#丛玉隆
-

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与认可指南)

S

*

-

北

京!中国计量出版社#

.$$2

!

/.-

)

.

* 徐建华#黄宪章#庄俊华#等
-

罗氏
S586C=: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酶学指标检测性能验证)

T

*

-

检验医学#

.$"$

#

.

$

.!

%!

#"4#!-

)

)

* 张秀明#庄俊华#徐宁
-

不同检测系统
2

种心肌酶测定结

果的比对分析与临床可接受性评价)

T

*

-

临床检验杂志#

.$$!

#

.)

$

1

%!

2$242$/-

)

2

* 王治国
-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

S

*

-

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

.$$2

!

)#4!!-

)

!

* 宋焰桃
-

日立
/1$$

自动生化分析仪应用体会)

T

*

-

安庆医

学#

.$$"

#

..

$

.

%!

/)4/2-

)

1

* 张小斌#赵秋霞#唐宗青
-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检测在冠心

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T

*

-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

#

*

$

..

%!

"1*.4"1*)-

$收稿日期!

.$".4$"4.1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R=KS98,CB7

!

T6C

H

.$".

!

'5C-*

!

U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