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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检验人员只注重检验结构是

否正确#而对检验结果的临床意义没有进行深入思

考%或只知道在自动化仪器上按仪器说明书操作#而

对试剂)底物及影响因素)临床意义尤其是实验及检

测原理知之甚少#有时检测结果甚至会导致临床医生

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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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检验科工作中必须注意改进和

提高之处(笔者对工作中
&

例试剂交叉污染对血清

镁测定产生干扰进行分析#设计实验排查解决干扰#

并由此引发一些思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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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生化室接收的
&

例心血管科急诊血

液标本(离心后标本中度溶血(编号扫码上机检测(

结果如下!血清钾$

.

&

*)BLLGI

"

Q

#血清钠$

-%

&

&(B)@

LLGI

"

Q

)血清氯$

!I

&

&+,)+LLGI

"

Q

)无机磷$

0

&

')(B

LLGI

"

Q

)血清钙$

!%

&

')&LLGI

"

Q

)尿素氮$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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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查看当日质控在

控#便注明中度溶血#报告发出(临床反映血清
"

7

结果与临床症状不符#提出疑问(工作人员以溶血有

可能对血清
"

7

测定造成影响为借口草草应付了事(

临床医生虽勉强接受#但仍半信半疑(问题反映到笔

者处#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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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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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
!

积极与临床沟通#了解病情(同

时单独复查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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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正常#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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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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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一台仪器比对良好(笔者马上与临床

医生取得联系#了解患者情况并进行客观分析#综合

分析判断为实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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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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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贝克曼
EUCA'+

仪器状态)

水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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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批号上海德赛公司
'*'&'

未更

换#且早上刚定标通过(再次两台仪器全项复查及单

项复查同时进行(结果两台仪器比对无异常#但全项

检测时血清
"

7

和单项检测血清
"

7

差异巨大(笔者

推测可能是试剂间的交叉污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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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交叉污染
!

首先查看仪器关于项目通道

的参数设置#发现测定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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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项目由近及远

分别是
E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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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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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查阅文献#结合该

份样本所做项目#选取同是内圈的可能存在试剂间交

叉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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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几个项目进行交

叉污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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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架
&

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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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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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

紧接着进行
C

次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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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同样的实验设计来分

别检测
EQ0

和
_QU

对血清
"

7

的实验干扰(多份

样本的混合血清测定
&+

次#测得血清
"

7

作为靶值(

然后#每个位置的血清
"

7

测定值与靶值进行偏差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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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率
]

$测定值
[

靶值&"靶值
i&++Z

(偏差

率大于
*Z

来筛查对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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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交叉污染(结果

发现#

_QU

)

EQ0

对血清
"

7

有污染#偏差率分别高

达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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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

(同时发现
F_

对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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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负向

干扰#偏差率为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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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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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贝克曼
EUCA'+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有内外两圈比色杯的特点#将对血清
"

7

有污

染的项目分别放在内外圈(由于贝克曼
EU'@++

分

析仪没有内外圈之分#因此只能调换测试顺序#将对

"

7

有污染的项目间隔开(如果发现样本检测项目较

多#不能确定血清
"

7

测定之前的项目是否对测定造

成干扰#就应该对其进行单独检测(以彻底避免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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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对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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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造成的试剂间的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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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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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调整完成后#对仪器进样针)试剂及搅拌棒)

比色杯进行清洗及光电比色保养(重复上述实验#结

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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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结果是临床诊治的重要依据#对于疾病

的诊断)病情的发展)治疗效果及预后十分重要(然

而#生化检验在分析前)分析中甚至分析后的全过程

都经常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降低了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因此#实验人员要高度重视出现在检验过程中的

各种影响因素#并加以分析#采取措施#针对防范#确

保检测准确可靠(

一般来说#分析前的标本因素是对结果影响较

大#如黄疸)脂血)溶血标本及血凝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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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就

需要对影响结果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尽可能去除干扰(

临床较为多见的是黄疸标本(血清中胆红素是一种

天然的还原剂#它能中和反应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或

者直接中和试剂中氧化性成分#导致试剂不足的表象

或中间产物的消耗#对基于还原型辅酶
.

脱氢或重氮

反应原理的生化项目产生负干扰,

C9,

-

%其次胆红素极

其不稳定#容易自行氧化#引起本底吸光度的改变#从

而导致准确性受到影响(此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待测

物质和干扰物质的特性#避免使干扰幅度增强(而血

清中的脂质颗粒会造成血清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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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血清中的脂

质经常使检测结果偏高(对于怀疑影响检测的脂类

标本有必要预处理(通常是普通离心后再低温高速

离心(由于脂质密度较轻#漂浮于上层#将其弃之#吸

取下层的血清进行检测(经过以上处理#大部分干扰

可得到相应纠正(另外#标本凝块也较为常见#采血

后混匀不完全#导致血小板局部聚集或产生血凝

块,

B

-

%而使用促凝管时#如果血块收缩不完全#不仅血

清产量低#还会形成潜在纤维蛋白#造成仪器加样针

堵塞#影响检测结果(因此#工作中应统一使用促凝

管#提醒抽血护士及时混匀#及早分离血清(

试剂是实验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例如开瓶有效

期#以及瓶间差)批间差等(所以在选用试剂盒时#要

注重试剂的质量(必须对试剂盒说明书中提供的线

性范围等参数作认真评估#以确认其质量及有效物质

浓度(每天都应按照
=?0

标准#检查试剂空白#消除

试剂储存不当)污染等原因造成的试剂空白变化及线

性范围变化(一旦发现试剂空白读数较平时有大的

变化#就应及时更换#并应再次检测试剂空白(每次

更换试剂#都应检测试剂空白(一般来说#这类问题

可由校准及室内质控来发现)纠偏并解决(而反应过

程中的底物耗尽这一影响因素容易被忽视#特别是酶

类检测(人体器官在受到严重损伤时#会释放大量的

酶进入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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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肝炎时
QSb

)

__F

)

EQ0

)

EQF

)

E=F

等酶类会急剧上升#达到平时水平的几十

甚至几百倍%而急性胰腺炎时#淀粉酶$

E"\

&更是会

达到正常状态时的上千倍(此时的反应过程中#试剂

中该酶的作用底物就会被早早耗尽)而出现血清中酶

过剩的现象(反映在检测结果上表现为血清酶活性

大大低于真实值(这种底物耗尽的现象在检测过程

中经常发生#却较易被忽略(所以#为了避免这类情

况发生#必须加强生化仪监测报警标志的学习#加强

异常结果的重视程度#时刻关注反应曲线是否异常(

当检测结果出现报警启示时#应及时进行相应处理(

在吸光度升高的速率法中#设置合理的吸光度高限%

而在吸光度呈下降的速率法中#则应设置合理的低

限(这样#当出现底物耗尽#就会出现监测报警旗标(

另外#各个吸光度读点应设置在有效酶促反应界限

内#出现异常#就应报警#以便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轻

微的试剂质量下降#仅使线性变窄#此时对酶活性检

测影响不大#室内质控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相反#

因为底物耗尽#一些极值则容易漏检(

仪器原因也较为常见(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长

期使用过程中由于管路老化#冲洗能力下降等因素使

得仪器在加样)搅拌)比色)清洗过程中产生携带污

染(尤其是试剂间的交叉污染(本案例中#测定血清

"

7

的试剂交叉污染就是仪器试剂间的干扰#一种情

况是试剂所含有的某种成分与下一反应体系所要测

定的底物有直接作用#或者该试剂中直接含有下一个

反应体系所要测定的底物#此时#如果仪器冲洗系统

效果不好#则会出现明显的试剂间交叉污染#导致紧

跟其后的项目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另一种情况则是#

虽然该试剂所含有的成分或中间产物对下一项目不

产生直接影响#但所携带的污染会对下一个项目的反

应有间接干扰(本案例中血清
"

7

假性升高就是试

剂正向污染造成的(对于试剂间的交叉污染#常规做

法是调整测试顺序或者中间增加清洗程序(首选是

调整测试顺序#效果良好(通常在干扰项目后增加
&

个非干扰项目#或者直接将受干扰项目放在干扰项目

之前来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在进行工作时#要两两

之间做交叉污染实验#以避免出现新的试剂间的交叉

干扰(要定期对仪器进行保养#清洗加样针)试剂针

以及所有清洗管路#将携带污染降到最低(同时要求

检验人员对试剂的成分要有所了解#仔细研究该试剂

成分是否会对下个项目产生干扰#并设计实验进行验

证#合理安排项目顺序(总之#设置测试顺序一定要

了解各个项目的检测原理)方法及试剂成分#充分考

虑相邻项目间是否会存在试剂间交叉污染(在具体

设置项目时#建议预先做交叉污染实验,

&&

-

(也可以增

加生化仪的清洗程序或者用酸碱清洗液交替清洗试

剂针和进样针来避免携带污染(但此法会牺牲仪器

的检测速度(

目前大多情况下检验人员更多关注如何正确掌

握常规检验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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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当结果与临床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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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配合临床#分析病情#查找原因(因此要加强对

检验人员的培训(不但要注重提高检验质量#甚至与

临床充分沟通#分享对检验结果的理解#给临床以充

分的支持(尤其要提高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要掌握仪器的工作原理和实验原理#以及

反应体系的影响因素和注意事项(时刻关注检测系

统的性能是否稳定#综合判断结果的正确度和精密

度(对异常结果要引起重视#对极高极低的结果必须

做出处理#仔细查找原因#及时与临床取得沟通#确认

无误后#才能发报告(遇到有疑问的结果要深度分

析#不可轻易放过(尽己所能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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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乙二胺四乙酸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

症$

YSFE90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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