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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注射用灯盏花素对常用临床生化检验项目检测结果的干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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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注射用灯盏花素加入体检健康者

混合血清标本中作为实验标本!以注射用水加入体检健康者混合血清标本中作为对照标本!采用日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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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存在干扰可能$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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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灯盏花素可干扰部分生化检验项目的检测$对于可能存在药物干扰的检验项目!应在

用药前或药物经半衰期代谢后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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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验是临床常用检验方法之一#但某些药物有可

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导致对疾病的误诊或患者病情的错

误判断*

!""$

年#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RNHW

%颁布

YU+./!

文件#建议采用
!

种方案进行干扰评价实验(

#

)

*第
#

种方案为.干扰筛选/#将潜在的干扰物添加到测试组标本中#

评价其检测结果相对于未加干扰物的对照组的偏倚#如果引起

的偏倚具有显著临床意义#即认为存在干扰可能#需采用第
!

种方案#即.剂量效应/实验#确定干扰物浓度和干扰程度之间

的关系*灯盏花素又名冬菊'灯盏细辛#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的常用药(

!.&

)

*本研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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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要求#分析了

注射用灯盏花素对常用临床生化检验项目的干扰效应*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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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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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日本日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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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生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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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所

有项目室内质控品检测结果均在控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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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药品
!

注射用灯盏花素$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浓度
!"

毫克"支#以野黄芩苷浓度计算%

#$

支#每支用
!DN

注射用水溶解#经药物浓度定量检测#确定灯盏花素浓度为

!#)+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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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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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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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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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健康志愿者#采血前
&

:

禁止服用任何药物#禁止吸烟'饮酒等#第
&

天晚餐后禁止进

食#按时休息#次日清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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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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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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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含任何添加剂的真

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标本#标准方法离心后取血清标本混匀作

为基础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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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定次数设定
!

基础标本各项目连续测定
#"

次#

计算检测结果标准差$

<

%#参照卫计委室间质评临床可接受范

围#将基础标本各项目检测结果平均值的
#"*

设为各项目有

临床意义的差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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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测次数对应表/确

定重复测定次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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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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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标本与对照标本制备
!

取已制备的灯盏花素溶

液#与基础标本按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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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混合$灯盏花素终浓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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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实验标本*将注射用水与基础标本按

体积比
#i!"

的比例混合#设为对照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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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检测
!

按照交互顺序#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实验标本和对照标本进行各生化项目检测#各项目分别检测

#"

次#记录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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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算各项目观察到的干扰效应点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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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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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物对该检测项目存在干扰可能#反之判为干扰物对该项目

不存在干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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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花素对各项目测定结果的影响

检验项目 实验标本检测结果均值 实验标本检测结果标准差 对照标本检测结果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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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对生化检验项目检测结果的影响包括两部分(

%

)

!$

#

%

药物作用于机体#导致机体生理功能发生变化&$

!

%药物直接作

用于检测的靶标或检测过程#导致检测结果发生变化*有学者

将干扰定义为!存在于待测标本中能改变检测结果的正确值的

某物质的影响#对某种分析物而言#表现为对其浓度或活性的

影响(

$.'

)

*

注射用 灯 盏 花 素 主 要 成 分 为 野 黄 芩 苷#分 子 式 为

R

!#

C

#,

P

#!

#相对分子质量为
%'!)&+

#可采用肌肉注射或静脉注

射#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有研究证实#注射用灯盏花

素具有非常强的还原性#存在于外周血中时#可干扰基于

0=;3:7=

反应原理的生化检验项目的检测(

+

)

*

0=;3:7=

反应又

称.偶联终点比色法/#其原理为待测物质通过酶的作用产生过

氧化氢$

C

!

P

!

%#

C

!

P

!

在
%.

氨基替比林$

%.//U

%'过氧化物酶

$

UPM

%的作用下#生成红色醌亚胺化合物*由于灯盏花素具有

强还原性#因此可干扰基于
0=;3:7=

反应原理的
0a

'

0RCP

'

CMN.R

'

NMN.R

等项目的检测*一般认为#与检测试剂中的无

色色素原相比#灯盏花素与中间反应生成的
C

!

P

!

结合力更

强#竞争显色反应所需要的
C

!

P

!

#减少了成色终产物的生成

量#导致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测量的吸光度变化值减小#最终

导致检测结果降低#呈负相干扰*由于.干扰筛选/方案采用人

为加入干扰物的方法#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添加到待测

标本中的干扰物的特性可能不同于在体内血液自然循环状态

下的化合物&$

!

%实验标本的基质与临床标本存在差异&$

&

%实

验标本中具有干扰效应的物质可能不是加入的干扰物#而是其

代谢产物&$

%

%实验标本中的待测物浓度水平可能太低或太高#

导致实验结果不准确(

,

)

*

本研究证实注射用灯盏花素对多种常用$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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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住院环境#同时医护人员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日常交流#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积极影响*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优质

的护理服务可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有利于患者健

康的恢复(

#(.!"

)

*

无缝隙式护理能够为患者营造适宜的住院环境#使患者能

够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有利于其尽快恢复健康#但这一切

都需要临床科室与相关部门的有效协调#形成护理部监控'各

个科室之间互控及科室内自控的网络体系#从而保证护理工作

的有效进行*无缝隙式护理是较为复杂的过程#期间有可能出

现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不断的改善#才能使护理工作

得以完善#使护理工作发挥有效作用*

综上所述#对妇科住院患者实施无缝隙式护理对患者的健

康恢复具有积极的意义#既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等情

绪#又能够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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