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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化学法对乳糜状态标本部分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

陈少莲，马晓桂，卢汉威，李瑞莹（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摘要】　目的　比较干、湿化学法对乳糜状态标本部分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收集５０例乳糜样标

本，分别用日立７１８０和ＶＩＴＲＯＳ３５０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葡萄糖（ＧＬＵ）、

肌酐（Ｃｒ）、总蛋白（ＴＰ）五项指标进行检测。结果　ＧＬＵ、Ｃｒ、ＴＰ用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而ＡＬＴ、ＡＳＴ结果比较，两种方法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二者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结论　定期对不同生化分析仪的测定结果进行比对和校准，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一种可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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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生化检测中常见有乳糜血样标本。由乳糜血标本中

乳糜微粒所造成血浆颜色呈乳白色或是乳浊状。本院检验科

采用湿化学方法测定的总胆红素、清蛋白、肌酐等生化指标结

果常受乳糜血干扰，常呈假性升高，导致检测结果不可靠，不能

为临床医生提供有用的可靠数据。最近几年来，多学科高新技

术在干化学领域相互渗透、结合，使干化学分析有了飞跃式的

发展，并在临床生化检验中得以使用和普及。这种方法以其方

便、快速、试剂保存时间较长、干扰因素较少等优点，成为生化

检测的又一新领域［１］。此外，由于干化学检测所需样本量较少

（１０μＬ），及分析速度快（３５０ｔｅｓｔ／ｈ），可连续检测多个项目，结

果准确、可靠，该方法成为检验科的急诊生化项目的检测手段。

干化学法和湿化学法检测目前在检验科皆已普遍使用，由于检

测方法不一样，致使测定结果之间难以比较，尚缺乏足够依

据［２］。

为比较本院干化学法和湿化学法在一般乳糜样标本检测

结果之间的差异，比较乳糜状态标本在不同测定方法中结果的

可靠性，选用了急诊生化项目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葡萄糖（ＧＬＵ）、肌酐（Ｃｒ）、总蛋

白（ＴＰ）五项指标进行测定。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生化分析

仪、不同测定方法检测结果之间的可比性，用于进一步探讨不

同检测方法的特点以及各自优缺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５～１２月本院住院患者送

检５０份乳浊标本。

１．２　实验仪器与设备　实验仪器为日立７１８０全自动生化仪，

强生 ＶＩＴＲＯＳ３５０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测定项目包括

ＡＬＴ、ＡＳＴ、ＧＬＵ、Ｃｒ、ＴＰ。

１．３　实验试剂　干化学法：强生公司生产用于 ＶＩＴＲＯＳ３５０

原干片试剂。湿化学法：ＡＬＴ、ＡＳＴ试剂由广州科方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ＧＬＵ由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Ｃｒ由世诺临床诊断制品贸易有限公司提供，ＴＰ由中生北控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　测定方法　（１）干化学法：Ｇｌｕ和各种酶用干片酶法；ＴＰ

用干片比色法；（２）湿化学法：Ｇｌｕ用己糖激酶（ＨＫ）法；ＡＳＴ、

ＡＬＴ用酶速率法；ＴＰ用双缩脲法测定；Ｃｒ用肌氨酸氧化酶法

测定。两种方法测定前均已采用标准品进行该批号试剂分析

结果的定标，并用质控品与日常标本一起测定对仪器进行质

控。在前者有保障的前提下，将５０份血清标本分别在强生

ＶＩＴＲＯＳ３５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日立７１８０全自动生化仪上

对ＡＬＴ、ＡＳＴ、ＧＬＵ、Ｃｒ、ＴＰ进行测定，记录所测结果。根据临

床使用要求，以医学决定水平的系统误差来判断检测系统的结

果是否可以接受［２］。可在各个临床决定水平浓度Ｘｃ处，了解

Ｙ方法引入后相对于Ｘ方法的相对系统误差（犛犈％）。犛犈％

＝（｜犢犮－犡犮｜／犡犮）×１００％＝［｜（ｂ－１）犡犮＋ａ｜／犡犮］×１００％。

以ＣＬＩＡ′８８对室间评估的允许误差的二分之一为判断依据，

由方法学比较评估的犛犈％不大于允许误差的二分之一。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配对狋检验、直线回归和相关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配对Ｔ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采用两种方法分别检测５０

例相同的血清样本，结果如表１：配对狋检验结果分析显示

ＧＬＵ、Ｃｒ、ＴＰ两种测定方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而 ＡＬＴ、ＡＳＴ两种测定方法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可认为这些检测项目的测定结果之间有差异。

对两种方法分析结果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其中 ＡＬＴ、ＡＳＴ、Ｃｒ

相关系数（狉）＞０．９５，说明两种不同仪器、使用不同的分析方

法，检测结果之间相关性较好，这说明，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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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可能是系统误差引起的。

表１　配对Ｔ检验及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比较（狓±狊，狀＝５０）

项目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Ｃｒｅａ（μｍｏｌ／Ｌ） ＴＰ（ｇ／Ｌ）

湿化学 ３４．６８±５４．４２３７３ ２６．００００±１０．０８７７１ ６．２８２４±２．８２３４３ ８９．２８００±５１．５３０４７ ７７．０６００±９．５５８４３

干化学 ４０．７７±５４．４４６８４ ３０．３２５６±１０．１８８０４ ６．１５８４±２．８７６３０ ８９．７２８０±４９．５２９２１ ７５．９８００±９．５５６４７

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１ ０．６５６ ０．２４０

狉 ０．９９０ ０．９６７ ０．８４７ ０．９９１ ０．７７４

狋 －５．１３９ －１０．８０５ ０．５５６ －０．４４８ １．１８９

２．２　线性回归分析　对两种方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湿化

学法（Ｘ）作为对比方法，对干化学法（Ｙ）进行评估，结果如表

２。由数据分析可知，经过线性回归方程的假设检验，Ｆ＞

４．０４，犘＜０．０５，ＧＬＵ、Ｃｒ、ＴＰ、ＡＬＴ、ＡＳＴ干湿化学法的检测结

果存在线性回归关系。见表２。

表２　回归方程及方差分析结果

项目 回归方程 犉（４．０４） 犘

ＡＬＴ（Ｕ／Ｌ） 犢＝５．２２５＋０．９９犡 １７８０．３４２ ０．０００

ＡＳＴ（Ｕ／Ｌ） 犢＝４．９４６＋０．９６７犡 ５８１．７６１ ０．０００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犢＝０．７３６＋０．８６３犡 １２２．０４１ ０．０００

Ｃｒ（μｍｏｌ／Ｌ） 犢＝４．６８７＋０．９５３犡 ２６３１．９９９ ０．０００

ＴＰ（ｇ／Ｌ） 犢＝１６．３３６＋０．７７４犡 ７１．７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３　参考ＡＬＴ、ＡＳＴ的允许误差，统计数据表明，两种方法学

测定ＡＬＴ、ＡＳＴ结果的系统误差属临床不可接受水平。

３　讨　　论

ＶＩＴＲＯＳ３５０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是美国强生公司推出

的主要用于急诊生化检验的生化仪器之一，与日立７１８０全自

动生化仪最大的区别是被测物质的化学反应在干燥基质中进

行，入射光通过基质被吸收后，检测反射光的减弱程度来反映

出被测物质浓度的大小［３］。其特点是有独特的多层膜涂层技

术，不仅能掩盖待测物的有色物质，提供背景、选择性的阻留或

去除干扰物质，还将等同于湿化学反应原理的各种物理、化学

反应在各分层中进行，使某一产物又可进入另一层中进行反

应，从而引导反应序列，使各层可以给出一种特定的环境用以

控制反应序列和反应时间［４］。干化学检测系统无需蒸馏水冲

洗，完全避免了样本间、干片间的结果干扰。日立７１８０和

ＶＩＴＲＯＳ３５０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由于仪器的结构、

工作原理等均存在很大不同，其检测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由

于两种测定方法存在准确性的差异，对于同一患者在不同仪器

检测的结果会出现不一致，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乳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生化检测的结果［５］：（１）目前

大部分生化检测项目都是用比色、比浊等分析方法来检测的，

而且乳浊对光线有一定的散射作用，因此乳浊血清的标本空白

吸光度值会增高，因此对吸光度产生正向干扰。（２）血清中水

分被不溶性的脂浊微粒所取代，这样除三酰甘油等少数项目以

外，乳浊可以使大部分血清成分产生一定负误差。（３）乳浊标

本由于其黏度增大及乳浊微粒的屏蔽作用，可以减少抗原抗体

结合的机会，因而对免疫比浊法产生相应的影响。（４）乳浊使

分析标本分布呈非均一性，因此测定过程中的随机误差增大。

对于轻度乳浊的标本，常常不需要对其进行特殊处理，只

要将参数设定时注意以下几点［６］：（１）设定样本空白的附加分

析参数；（２）选用两点终点法可以消除样本空白产生的干扰；

（３）速率法对乳浊标本也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４）选择合适的

双波长。对于中重度乳浊标本，必须对标本进行预处理，具体

方法有以下几点：（１）生理盐水稀释法；（２）乙醚抽取法；（３）沉

淀分离法；（４）血清静置实验；（５）高速离心法；（６）干化学法。

对于前５种方法，鉴于各自的优缺点，均有各自的适用对象。

而干化学法基本原理是将肝素化全血加在干化学分析仪试剂

盒的血浆分离区上，当全血通过玻璃纤维层时，血细胞、乳浊微

粒等物质可以被阻截，血浆被过滤到血浆分离区并渗入辅助试

剂层，再通过转移介质层与干试剂相作用而呈色并显示检测结

果，因此该法亦可有效地去除乳浊对生化测定结果的影响。

对两台仪器的测定结果进行配对检验，ＧＬＵ、Ｃｒ、ＴＰ的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可以认为结果一致。ＡＳＴ、

ＡＬＴ测定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相关性良好

（狉＞０．９５），说明两种结果的误差为系统误差，其产生的原因主

要是分析原理的不同和试剂的加入方式不同（即不同的测系

统）引起。由于不同分析方法的结果存在准确性的差异，会影

响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如何消除不同仪器之间测定结果的差

异，作者认为有３种办法：（１）对于不同的分析仪器或分析方

法，制订相应的参考范围。（２）由于误差来源于系统误差，可以

将某一台仪器作为参考标准，其他仪器向其靠拢，具体方法是

在参数设定过程中，利用线性方程犢＝ａ犡＋ｂ，设定ａ和ｂ，可

获得一致的结果。（３）标准化方法。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标准

化问题，相对于某一特定的仪器而言，应该有其获得认可的相

应的配套试剂和校准品，这就是目前实验室认可最为关键的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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