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理波动、地区间的差异及不同血细胞分析仪之间的差异有待

进一步分析探讨。（２）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压

力的增大，生活节奏的加快，心脑血管病呈明显上升趋势。预

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病常用药小剂量（每片２５ｍｇ）阿司匹林及

抗风湿常用药肠溶阿司匹林对血小板数量和功能的影响也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３）由于家庭装饰的盛行，所致家庭环境、工

作环境对血细胞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４）活血化淤中药对血小板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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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肌酐结果假性升高的分析

王新芹（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２２３８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肌酐结果假性升高的原因。方法　通过交叉污染实验、干扰分析

实验确定对肌酐造成干扰的原因。结果　血糖试剂对肌酐的测定结果存在较大的正干扰。结论　应加强对仪器的

保养，并设定仪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序，可有效地解决肌酐结果假性升高的问题。

【关键词】　肌酐；　交叉污染；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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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实验室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应用已经普及，其分析的

自动化、微量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而且随着试剂性能的不断

稳定，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及精密度已经满足临床需要。

但是近来作者在进行常规生化测定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肌

酐结果有假性升高现象，均可以通过重复一次或多次测定，其

结果回复到正常状态。而且文献资料提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普遍存在交叉污染现象［１２］，为了寻找对肌酐形成交叉污染的

原因，并确立解决方法，作者进行了以下试验。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葡萄糖（ＧＬＵ）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进行检测，肌酐（ＣＲ）

试剂由广州科方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

进行检测，其方法学均采用两点终点法。仪器为７１８０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

１．２　实验安排

１．２．１　交叉污染试验　取一份正常混合血清，在保证仪器状

态良好的情况下，单独测定ＣＲ１０次，为对照组，然后将ＧＬＵ

和ＣＲ组合测定，重复１０次，与对照组作比较。

１．２．２　干扰分析实验　分别将在组合中位于ＣＲ前面的测试

项目ＧＬＵ的第一、第二试剂当做标本，安排在７１８０常规位置

单独测定ＣＲ，连续测定１０次。

１．２．３　擦洗试剂针并设计避免交叉污染程序　同一份正常混

合血清，在仪器程序中设置避免交叉污染程序，即在加入ＧＬＵ

第二试剂后用日立碱性清洗液清洗第二试剂针１次，将 ＧＬＵ

和ＣＲ组合，重复测定ＣＲ１０次，与原来对照组比较。

２　结　　果

２．１　交叉污染实验见表１。结果显示对照组ＣＲ浓度平均

６２．１μｍｏｌ／Ｌ，而 ＧＬＵ 与 ＣＲ 组合组 ＣＲ 平均浓度是８８．２

μｍｏｌ／Ｌ，两者均数狋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提示

ＧＬＵ确实对ＣＲ测定存在交叉污染的现象。

２．２　干扰分析试验　结果显示ＧＬＵ第二试剂成分的ＣＲ测

定值平均为８６．５３μｍｏｌ／Ｌ，表明ＧＬＵ的第二试剂存在对肌酐

测定的某些干扰。它可能通过试剂针的携带污染，影响下一个

项目的结果。

表１　葡萄糖试剂对肌酐测定结果的影响（μｍｏｌ／Ｌ）

组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对照组 ６２．１ ６３．２ ６２．９ ６１．６ ６４．５ ６３．７ ６１．７ ６２．７ ６３．２ ６２．０

污染组 ６３．９ ６５．７ ７６．９ ６２．４ ９９．３ ６２．７ ８９．３１２０．４１２１．７ １１９．６

２．３　加强对仪器常规保养并设计避免交叉污染程序　通过擦

洗试剂针并设计避免交叉污染程序后，肌酐的测定均值为

６３．９７μｍｏｌ／Ｌ，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加强对

仪器的常规保养并设计仪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序可以有效解

决肌酐结果假性升高的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为了调整测试通

道而改变分析参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

３　讨　　论

肌酐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测项目，它是反映肾功能的一个灵

敏指标，特别在肾功能受损患者的监测治疗中，只有为临床提

供准确的结果，才能有效地为患者服务。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发现ＧＬＵ试剂对ＣＲ测定结果存在较

大的正干扰。由于上一试剂含有下一试剂所测定的底物，是导

致试剂间交叉污染的原因［３］，所以作者通过查看试剂说明书，

结果发现ＧＬＵ第二试剂主要成分为葡萄糖氧化酶，它可以和

血清中的葡萄糖反应生成过氧化氢，与肌氨酸氧化酶氧化肌酐

生成的过氧化氢叠加，共同参与Ｔｒｉｎｄｅｒ反应，导致ＣＲ结果的

假性升高。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交叉污染现象普遍存在，而且随着仪

器的各种部件的老化，其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在逐渐下

降，交叉污染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其解决方法主要有调整项

目顺序，或利用仪器本身的抗交叉污染程序，通过增加冲洗次

数来避免交叉污染［４６］。由于本试验的仪器加样是按标本的先

后顺序，同一标本按通道的先后以及反应时间的长短来安排加

样顺序，而且常规操作过程中会插入急诊，所以有时候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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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根据操作者所设定的通道顺序进行测试。因此作者就想

通过设计仪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序来解决，通过实验证实可以

解决肌酐结果偏高的现象。但是由于冲洗的次数有限，而且随

着仪器的使用，搅拌棒、试剂针、冲洗机构等工作状态越来越

差，清洗不彻底也非常常见。因此有些项目也需要调整通道，

或者单独测定［７］。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提醒检验人员在平时的工作当中，

应该保持认真、谨慎的态度，对工作中的问题要及时发现、迅速

解决。也建议在以后仪器使用的过程中，做好日常保养工作。

对样品针、试剂针、搅拌棒、冲洗针等每天工作结束后都用无水

乙醇进行擦拭，对外表和内部有磨损的部件要及时更换，熟悉

各项目的反应原理，多查阅资料，了解不同项目间可能造成的

交叉污染，寻找避免交叉污染的方法，以保证每一项检验结果

的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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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某职业院校学生血红蛋白测定结果分析

陆玉霞，褚静英，徐廷云（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检验药学系　２１５００９）

　　【摘要】　目的　了解苏州某职业院校学生血红蛋白（Ｈｂ）含量，了解贫血患病情况。方法　对近五届某专业学

生血红蛋白进行检测并分析结果。结果　男生 Ｈｂ均值为（１４７．８１±１２．２３）ｇ／Ｌ，女生为（１２６．００±１１．４９）ｇ／Ｌ，二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来自苏南的女生 Ｈｂ均值为（１２７．００±１０．９４）ｇ／Ｌ；来自苏北的女生 Ｈｂ均值为

（１２４．７８±１２．０５）ｇ／Ｌ，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来自城镇的女生 Ｈｂ均值为（１２５．３１±１４．２９）ｇ／Ｌ；来自

农村的女生 Ｈｂ均值为（１２６．２２±１０．４８）ｇ／Ｌ，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贫血率男生为３．０８％，女生为

７．０３％，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来自苏南、苏北的女生贫血率分别为５．１７％、９．３５％，二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女生贫血率分别为１１．２９％、５．６１％，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结论　对贫血患者应进行具体检测和诊断，对因治疗。

【关键词】　血红蛋白；　贫血率；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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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和掌握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部分学生血红蛋白

（Ｈｂ）含量和贫血患病率，为做好学生贫血防治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作者对近五届某专业学生血红蛋白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择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近五届二年级１０个班共

３７８名学生，年龄为１８～２０岁，其中男６５人，女３１３人（本院女

生居多）。女生中苏南１７４人，苏北１３９人；来自城镇８０人，农

村２３３人。

１．２　方法　仪器为ＣｏｕｌｔｅｒＡＣＴ．ｄｉｆｆ２血细胞分析仪，采用仪

器配套试剂，采集２ｍＬ静脉血，真空采血管由ＢＤ公司提供，

抗凝剂为乙二胺四乙酸二钾（ＥＤＴＡＫ２），仪器经校正检测系

统调整在完全正常状态下使用。按照仪器说明书操作，每份标

本检测３次血红蛋白结果，计算平均值。

１．３　评价标准　依据贫血标准成年男性小于１２０ｇ／Ｌ，女性

小于１１０ｇ／Ｌ，即诊断为贫血
［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ｂ检测结果

２．１．１　不同性别的学生 Ｈｂ检测结果　在测定的３７８名学生

中，６５名男生 Ｈｂ均值为（１４７．８１±１２．２３）ｇ／Ｌ，３１３名女生为

（１２６．００±１１．４９）ｇ／Ｌ，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

２．１．２　不同地区女学生的 Ｈｂ检测结果　本院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是面向江苏省招生，而江苏省涉及区域有１２个市，以长江

为界分为苏南和苏北，在３１３名女生中，来自苏南的学生１７４

名，Ｈｂ均值为（１２７．００±１０．９４）ｇ／Ｌ；来自苏北的学生１３９名，

Ｈｂ均值为（１２４．７８±１２．０５）ｇ／Ｌ。来自苏南和苏北的学生 Ｈｂ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１．３　来自城镇与农村的女学生 Ｈｂ检测结果　在测定的

３１３名女生中，来自城镇的有８０名，Ｈｂ均值为（１２５．３１±

１４．２９）ｇ／Ｌ；来自农村的有 ２３３ 名，Ｈｂ均值为（１２６．２２±

１０．４８）ｇ／Ｌ。可见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 Ｈｂ结果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　学生贫血率

２．２．１　不同性别学生贫血率的比较　男性贫血率为３．０８％

（２／６５），女性为７．０３％（１２／３１３），见表１。可见男女生贫血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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