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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清生长激素释放

多肽及脂联素浓度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a

)

(

中国医学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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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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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虹
(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内脂素水平变化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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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内脂素水

平的变化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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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观察生化试剂对循环酶法测定血清总胆汁酸的

干扰因素分析以及改进措施

李叶静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湖北恩施
FF0)))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探讨生化试剂对循环酶法测定血清总胆汁酸的干扰因素分析&方法
!

选取
%)'0

年
'

#

&

月该院收集的

混合血清标本
%)

份作为检测标本&该次研究所有的检测仪器为贝克曼
/h5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该次研究所涉及的常规生

化试剂有总胆固醇"

A5

$%三酰甘油"

AB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5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5

$和尿酸"

\7

$!

A.7

测定

方法为酶循环法&观察特殊清洗前后生化试剂组合
A.7

测量结果&结果
!

生化试剂处理前!

A5

)

A.7

为"

R('%b)()&

$

$

"@?

)

-

!

AB

)

A.7

为"

%'R()&b*(F0

$

$

"@?

)

-

!

,/-D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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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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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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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统计学检验!

AB

%

-/-D5

以及
\7

对
A.7

有影响"

!

$

)()0

$&生化试剂处理后!

A5

)

A.7

为

"

R('&b)()0

$

$

"@?

)

-

!

AB

)

A.7

为"

R('%b)()&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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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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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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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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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A.7

为"

R('%b)()F

$

$

"@?

)

-

&经统计学检验!特殊清洗处理后生化试剂对
A.7

无影响"

!

%

)()0

$&结论
!

生化试

剂对循环酶法测定血清总胆汁酸有干扰&因此!要提高改进措施如加强清洗及科学性的有序检测从而避免污染!保证检测结果准

确性&

关键词#生化试剂#

!

循环酶法#

!

血清总胆汁酸#

!

干扰因素#

!

改进措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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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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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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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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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中通常用血清总胆汁酸$

A.7

#一种胆固醇代谢相关

产物&反映患者肝实质损伤情况#但在临床检验中#通常会因为

个别生化试剂影响
A.7

指标检测'

'

)

+研究表明#循环酶法是

一种较新型的
A.7

全自动分析法#灵敏度高且操作简单#但仍

有部分生化试剂可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临床诊断误

差'

%

)

+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可发现
A.7

检测指标偶然较高#再

次测定时又正常的现象'

&

)

#为了提高检测准确率#有效避免检

测失误情况发生#本次研究中#选取
%)'0

年
'

#

&

月该院收集

的混合血清标本
%)

份作为检测标本#分析探讨生化试剂对循

环酶法测定
A.7

的干扰因素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0

年
'

#

&

月本院收集的混合血清标

本
%)

份作为检测标本+纳入标准'

F

)

!$

'

&无溶血%$

%

&无黄疸%

$

&

&无脂血+

$(/

!

实验方法
!

本次研究所有的检测仪器为贝克曼
/h5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本次研究所涉及的常规生化试剂有总胆

固醇$

A5

&*三酰甘油$

AB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5

&*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5

&和尿酸$

\7

&#

A.7

测定方法为酶

循环法'

0

)

+首先#在测定
A.7

之前#要求医护人员对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和配套的相关设备进行细致清洁#排除仪器不合格造

成的测量误差'

*

)

+其次#对仪器进行校准和定标#保证仪器的

校准和定标#确保室内质控均在控+标本采集当天即进行混合

血清制备#测定
A.70

次#取平均值#为$

R(''b)()'

&

$

"@?

"

-

+

接下来#取
%)

份标本#分别与各种试剂组合测定
A.7

+最后#

避免试剂针*反应杯等污染影响#设定清洗过程#用碱性清洗液

进行清洗#重新测定
A.7

与试剂组合水平'

3

)

+

$('

!

评价指标及标准
!

观察特殊清洗前后生化试剂组合

A.7

测量结果+

$(1

!

统计学处理
!

对文章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
!4!!'E()

分

析#计量资料采取
B

检验#率的比较采取
!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准义+

/

!

结
!!

果

/($

!

特殊清洗处理前
A.7

测定结果
!

特殊清洗处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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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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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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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R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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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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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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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学检验#

AB

*

-/-D5

以及
\7

对
A.7

有影响

$

!

$

)()0

&#见表
'

+

表
'

!!

特殊清洗处理前
A.7

测定结果

组别
A.7

$

$

"@?

"

-

&

B !

A5 R('%b)()& '(F'

%

)()0

AB %'R()&b*(F0 'F0(00

$

)()0

,/-D5 R('&b)()0 '(30

%

)()0

-/-D5 'RF()'b0('* '0%(F0

$

)()0

\7 F3F(''b')(%F %)&(0%

$

)()0

/(/

!

特殊清洗处理后
A.7

测定结果
!

特殊清洗处理后#

A5

"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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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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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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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

A.7

为$

R('%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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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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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统计学检验#特殊清洗处理后生化试剂对
A.7

无影响$

!

%

)()0

&#见表
%

+

表
%

!!

特殊清洗处理后
A.7

测定结果

组别
A.7

$

$

"@?

"

-

&

B !

A5 R('&b)()0 '(30

%

)()0

AB R('%b)()& '(F'

%

)()0

,/-D5 R('%b)()& '(F'

%

)()0

-/-D5 R('%b)()F '()R

%

)()0

\7 R('%b)()F '()R

%

)()0

'

!

讨
!!

论

!!

临床生化检查中选择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生化试剂均可

能对检测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常见生化试剂如
AB

*

\7

及

,/-D5

等在应用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时#由于相互作用对

结果干扰效果也不尽相同'

R

)

+研究显示#生化检测分析过程

中#污染来源主要为必用设备如试剂针及反应杯上未清理彻底

的残留试剂'

E

)

#而部分特殊试剂无法通过普通清洗方式达到彻

底清理的目的+血清
A.7

检测为临床常见生化检测#也可因

生化试剂干扰检测结果'

')

)

+本次研究选择生化试剂
A5

*

AB

*

,/-D5

*

-/-D5

及
\7

#探究其是否对通过循环酶法检测的血

清
A.7

产生严重影响+结果显示#经统计学分析后#

AB

*

-/-D5

以及
\7

对
A.7

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这是因为
AB

等试剂中含有胆汁酸钠#而此成分恰恰

可以引起血清
A.7

值检测不准确+据调查显示#通常上述生

化试剂引起检测结果异常的主要原因是因污染物而产生交叉

污染'

''

)

+因此#在进行血清
A.7

等全自动生化检测前#需进

行相应改进以降低因交叉污染导致的检测不准确情况发生#从

而提高诊断准确性+

加强检测中所必需用到设备的清洗是避免检测中交叉污

染状况发生的主要手段之一'

'%

)

+试剂针*反应杯及搅拌棒等

均为检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当上述设备因上次检测

后未彻底清洗而残留污染物#则会造成该次检测结果不准

确'

'&

)

+通常常规的清洗方式并不能达到彻底清洁残留污染物

的目的#需通过特殊碱性清洗液有效清洗试剂针*反应杯及搅

拌棒等#尽可能降低其携带污染物的可能#降低检测失误可能

性+特殊清洗处理后#结果显示#

A5

"

A.7

为$

R('&b)()0

&

$

"@?

"

-

#

AB

"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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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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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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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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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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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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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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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

A.7

为$

R('%b)()F

&

$

"@?

"

-

+经统计学检验#特殊清洗

处理后生化试剂对
A.7

无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该结果证明#通过特殊清洗#有效避免因交叉污染造成

的
A.7

检测数据不准确现象发生#提高检测准确率+

通过科学视角#合理的依次安排检测顺序#对于避免交叉

污染也十分有效'

'F

)

+可将难以发生交叉反应的检测需要试剂

与易清理的所需试剂检测放在所有检测的初始位置#可有效降

低干扰数据检测的可能+同时#循环酶法作为一种较新型的

A.7

全自动分析法#所涉及的生化试剂成分相对较为复杂#且

流程中需接触的设备相对较多#加大了其产生污染*导致结果

不准确的概率'

'0

)

+因此#在检测过程中要求检测人员全身心

投入#时刻防止任何缓解可能出现交叉污染的可能出现#尽可

能避免干扰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以提高患者诊断准确性+

综上所述#生化试剂对循环酶法测定
A.7

结果因交叉污

染而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检测准确性+因此#在检测过程

中应避免一切有可能干扰实验结果的因素#提高改进措施如加

强清洗及科学性的有序检测从而有效避免污染#尽最大可能保

证检测结果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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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实验顺序和不同厂家试剂

对测定尿酸的干扰因素分析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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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磷脂酰肌醇蛋白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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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胆汁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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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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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国#刘娓玉#施文杰#等
(

肝硬化患者检测甲状腺激素

及总胆汁酸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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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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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静#蒋洪敏#唐爱国#等
(

纤维结合蛋白在肝纤维化检

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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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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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聪#方欢英#陈智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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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物质对血清总胆汁酸检

测的干扰和携带污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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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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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
(

循环酶法与荧光偏振免疫法测定血清同型半胱氨

酸水平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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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经阴道超声对药物流产的监测效果观察

刘雅歆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
!

%*')F'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经阴道超声对药物流产的监测效果观察&方法
!

选取
%)''

年
F

月至
%)'F

年
*

月期间于该院阴道超声

检测的
0)

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药物流产前进行阴道超声检查测量患者孕囊平均内径!根据孕囊平均内径大小将患者分为

0

组!药物流产后进行阴道超声检查查看患者药物流产效果&结果
!

药物流产后超声图像显示流产失败
&

例%不完全流产
0

例%

完全流产
F%

例!与
%

%

&

%

F

组患者组间相比!

'

%

0

组患者失败率及不完全流产率更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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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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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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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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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组组间不完全流产率及失败率均较低!且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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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经阴道超声检查具有简单%准确判断孕囊大小等多方面

优点!临床上其应为药物流产患者的首选检查项目!可对流产效果进行检测并有助于采取针对性的临床处理&

关键词#阴道超声检查#

!

药物流产#

!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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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早孕国内主要采用药物流产#米索前列醇配伍米非司

酮是药物流产常用药物#具有效果良好*安全性高*简单易行且

患者痛苦感小的优点#对于终止早期妊娠有其独到效果#逐渐

被广大医疗工作者及孕妇所接受'

'

)

#

%))F

年世界卫生组织

$

8,Z

&调查结果显示药物流产有效率
EF(*X

#

E*('X

#药物

流产有效率高成为临床上终止早孕的常用手段之一'

%

)

#本文对

该院
0)

例药物流产妇女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阴道超声检查#

分析药流效果与孕囊大小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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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F

月至
%)'F

年
*

月期间于本院

阴道超声检测的
0)

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年龄
'R

#

F0

岁#平均年龄$

%3(*bE(*

&岁#患者停经时间
&0

#

3)$

#平均时

间为$

F*(FbE(0

&

$

#根据患者孕囊大小将患者分为
0

组!孕囊

平均内径小于或等于
')""

为
'

组*平均内径
''

#

'0""

为

%

组*平均内径
'*

#

%)""

为
&

组*平均内径
%'

#

%0""

为
F

组*平均内经大于或等于
%*""

为
0

组#入选标准'

&

)

!$

'

&患者

依从性良好#可配合随诊%$

%

&患者无严重器质性疾病%$

&

&患者

无使用米索前列醇及米非司酮的禁忌症#所有患者均为自愿药

物流产且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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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超声仪器及方法
!

患者用药流产前后均进行阴道超

声检查#本院阴道超声仪器主要为日立
U\.R0))

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探头频率为
F()

#

R()S,V

#嘱咐患者进行超声检查

前排空膀胱#取膀胱结石位#超声阴道探头采用涂有耦合剂的

避孕套套住#将阴道探头放置阴道穹窿部检查#药物流产前扫

查患者子宫附件*盆腔的情况#对孕囊的前后径*上下径*左右

径及着床位置进行测量观察#计算孕囊的平均内径#药物流产

前对患者进行常规体格检查#包括肝肾功能*血压*心肺*白带

常规及血尿常规#检查正常后方可进行药物流产#患者于晚上

空腹服用米非司酮
0)"

1

#每
'%H

服药
'

次#连续服用
&

次#于

第
&

日早上顿服米索前列醇
)(*"

1

#服用后卧床休息
*H

#对

患者阴道流血量及孕囊排出情况进行监测#于第
')

日来该院

进行超声复诊#若患者阴道出血量过多或孕囊未发现排出则需

随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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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流产效果评价标准
!

患者药物流产效果根据宫腔内

超声图像分为
&

型'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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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失败#患者宫内超声仍可见妊娠

囊#囊胚可以继续存活也可死亡%$

%

&不完全流产#患者宫内超

声无妊娠囊#于宫颈内口附近或宫腔内可见团状或不规则强回

声反射%$

&

&完全流产#患者子宫大小形态正常#子宫内膜线清#

宫腔内未见不均质回声区或宫腔内仅见液性条状少许无回声

反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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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统计学软件
!4!!'&()

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
!

% 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对比分析#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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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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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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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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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药物流产效果与宫内孕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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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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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组患者组

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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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失败率及不完全流产率更高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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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间不

完全流产率及失败率均较低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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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监测药物不完全流产及流产失败患者与临床处理
!

不完全流产部分患者超声检查中不均匀较强反射回声区团块

较小#彩色多普勒超声$

5/CY

&显示血流信号未见#且团块接近

子宫颈口#临床处理多采用口服益母草冲剂#肌注缩宫素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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