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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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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稀释液及最适稀释倍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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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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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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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3"###

化学发光仪检测
D\4@

V

的适用稀释液及最适稀释倍数!为乙型肝炎感染患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方法
!

"

!

#稀释倍数的选择*按厂家建议的方法将稀释后的
!!$"

例检测结果进行不同稀释倍数的频数统

计分析!以确定最适稀释倍数)"

"

#适用稀释液选择*使用仪器厂家的稀释液%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分别对

D\4@

V&

"&#'a

.

5J

的
*#

例不同水平的患者血清进行
&#

%

!##

%

&##

倍稀释后进行检测$将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

血清稀释液的检测结果与厂家提供的稀释液的检测结果作相关性统计分析!选出合适的稀释液及稀释倍数)结果
!

"

!

#已稀释检

测的
!!$"

例标本中!

$&R

的检测结果在
&#

倍稀释范围内$

$%R

的检测结果在
!##

倍稀释范围内$

$$R

的检测结果在
&##

倍稀释

范围内)"

"

#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稀释的检测结果与厂家稀释液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见表
!

)结论
!

当
D\4@

V&

"&#'a

.

5J

时应首选
!##

倍稀释后检测$如
!##

倍稀释后
D\4@

V

检测结果仍大于
"&#'a

.

5J

时再作
&##

倍稀释后检测$稀释液除了用厂家稀释液外!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都可作为适用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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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
3"###

免疫分析仪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

定量检测
D\4@

V

!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定量跟踪分析及

检测快速等优点!被誉为 *

D\4@

V

定量检测的金标准+!能为

临床提供实时'动态的检测结果!有效地指导临床诊断及治

疗-

!

.

"但其不足之处是
D\4@

V

检测线性范围相对较窄$

)

"&#'a

,

5J

%!而临床上乙型肝炎感染患者的
D\4@

V

通常又远

远大于
"&#'a

,

5J

!为满足临床对乙型肝炎感染患者的动态监

测和疗效评估需要!对
D\4@

V&

"&#'a

,

5J

的标本需作进一

步稀释后才能检测出最终结果!因此要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稀释液和稀释倍数!而目前厂家提供的

稀释液有限!寻找替代的稀释液已成为现实需求&同时厂家建

议的稀释倍数是否适合各实验室的具体情况也应进行验证"

本文经选用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作为替代稀释液进行筛选试验!最后选出了较满

意的替代稀释液和最佳稀释倍数!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血清标本
!

$

!

%

D\4@

V&

"&#'a

,

5J

的阳性血清"实验

标本均来自本院
D\4@

V

检测的新鲜血清!如标本不能当天检

测时置
j"#^

保存备用"$

"

%全阴性混合血清"收集本实验

室已检测过的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全阴性血清
&#5J

混匀置

j"#^

保存备用"

!:%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雅培
3"###

化学发光分析仪及其
D\>

4@

V

配套检测试剂"

!:&

!

方法

!:&:!

!

最佳稀释倍数选择
!

对
"##$

年
&

月至
"#!#

年
8

月本

实验室
D\4@

V

检测大于
"&#'a

,

5J

的
!!$"

例检测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

倍稀释时
$&R

的置信区间为$

$8=%:%

!

!"!#%:&

%

'a

,

5J

!即
$&R

的标本经
&#

倍稀释可得到最终检测结果&

!##

倍稀释时
$%R

的置信区间为$

$"*":8

!

!"*&8:%

%

'a

,

5J

!即

$%R

的标本稀释
!##

倍即可满足要求&

&##

倍稀释时
$$R

的置

#8**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信区间为$

$#78:7

!

!"&""":7

%

'a

,

5J

!即经
&##

倍稀释后只有

!R

的阳性标本还需作进一步稀释才能得到最终结果"

!:&:%

!

最大稀释倍数线性试验
!

对接近最高检测限的
D\>

4@

V

血清标本进行
*

次平行重复测定!取均值作为实验的理论

值!同时用厂家提供的稀释液对上述标本进行
!]!#

'

!]&#

'

!]!##

'

!]&##

'

!]$$#

稀释后重复测定
"

次!取均值作为实

验的实测值&以理论值为
e

值!实测值为
`

值进行相关性线性

分析"当
0h!:##Q#:#&

!

?

"

(

#:$=&

时判断线性可接受"

!:&:&

!

适用稀释液选择
!

使用厂家稀释液'全阴性混合血清'

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对
*#

例
D\4@

V&

"&#'a

,

5J

的不同

浓度标本分别按
!]&#

'

!]!##

'

!]&##

进行稀释!以厂家稀释

液的测定均值为实验理论值!其他稀释液的测定均值为实测

值!将两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

统计学处理
!

用
(I((!*:#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资料以
P

QB

表示!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最佳稀释倍数
!

对
"##$

年
&

月至
"#!#

年
8

月本实验室

D\4@

V&

"&#'a

,

5J

的
!!$"

例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其最

适稀释倍数依次为
!##

和
&##

倍"

%:%

!

最大稀释倍数线性试验
!

以接近最高检测限的
D\4@

V

均值为理论值
e

!实测值为
`

作相关性线性分析"结果为#

Q

h#:$$%%Aj#:*&8"

!

?

"

h#:$$%$

!见图
!

"

图
!

!!

最大稀释倍数线性相关性分析

%:&

!

适用稀释液
!

用本次试验所选的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

盐水和
!#R

小牛血清作为备用稀释液!分别按
!]&#

'

!]!##

和
!]&##

对
*#

例实验标本进行稀释后检测!其检测结果与厂

家稀释液相同稀释倍数的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
!

"

表
!

!!

*

种稀释液对
*#

例标本作不同稀释倍数的检测

!!!

结果与厂家稀释液结果比较

稀释液
!]&#

7 E

!]!##

7 E

!]&##

7 E

全阴性混合血清
#:!&8 #:%=% #:"$% #:=7= #:"!"#:%**

生理盐水
#:#8% #:$7" #:#"$ #:$== #:#&$#:$&*

!#R

小牛血清
#:"*= #:%!8 #:"#% #:%*= !:7*$#:!#$

&

!

讨
!!

论

机体感染
D\O

后!

D\4@

V

是其最主要的血清标志物!其

在感染患者体内的含量可用来观察病毒的复制状态'病变发展

及抗病毒治疗效果"近年随着化学发光技术的发展-

">8

.

!使快

速定量检测
D\4@

V

含量成为发展方向!其中
3"###

化学发光

仪不仅可动态检测患者血清中
D\4@

V

含量!而且能对
D\4@

V

的变异进行检测-

&

.

&但
3"###

化学发光仪检测
D\4@

V

的线性

相对较窄$

#

!

"&#'a

,

5J

%!临床上许多患者血清
D\4@

V

常超

出其线性范围需进行稀释!当样本稀释后由于基质效应和稀释

因子的引入可能会导致较大的结果误差-

7

.

"因此稀释液及稀

释倍数的选择极为重要"

&:!

!

最适稀释倍数的选择
!

通过统计分析近
!

年本实验室

D\4@

V&

"&#'a

,

5J

的
!!$"

例检测结果表明#临床患者标本

中
D\4@

V

高值远远超过
3"###

的检测范围!其
$&R

的标本需

稀释
&#

倍才能检测出最终结果&

$%R

的标本只要稀释
!##

倍

就能检测出最终结果&还有约
"R

的标本需作
&##

倍以上稀释

才能检测出最终结果"但通常稀释倍数越大其最终检测结果

受稀释因子影响也越大!在能报告最终检测结果的前提下!应

尽量降低稀释倍数!减少稀释因子的影响!同时也应尽量减少

第
"

次稀释增加检测成本和延误检测时间&因此!当患者标本

D\4@

V&

"&#'a

,

5J

时可首选稀释
!##

倍!如稀释后
D\4@

V

检测结果仍大于
"&#'a

,

5J

时再进行
&##

倍稀释后检测即

可"如果
&##

倍稀释后还不能得到最终检测结果时!是否还要

进一步稀释应与临床医师沟通后决定"

&:%

!

最适稀释液的选择
!

在最适稀释液的选取实验过程中!

使用厂家提供的稀释液作为参比稀释液!对其最大稀释倍数进

行线性验证试验!结果满足分析测量范围$

@.?

%评价!即线性

评价$

0h!:##Q#:#&

!

?

"

(

#:$=&

%要求-

=

.

!表明厂家稀释液稀

释后的实测值与理论值相关性良好!能满足临床需要$图
!

%"

对其他
*

种稀释液分别按
!]&#

'

!]!##

'

!]&##

稀释后

的检测结果与厂家稀释液检测结果统计分析表明#全阴性混合

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稀释的检测结果与厂家稀释液

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见表
!

"因此当厂

家稀释液缺乏时全阴性混合血清'生理盐水'

!#R

小牛血清都

可作为
D\4@

V

的代替稀释液"

由于本研究旨在解决
D\4@

V

稀释液的替代方案!整个实

验结果是以厂家稀释液作为对比!因此!只有当厂家稀释液不

足时才启用全阴性混合血清或生理盐水或
!#R

小牛血清作为

替代稀释液&当
D\4@

V

检测需稀释时!首选稀释倍数为
!##

!

如稀释后结果仍大于
"&#'a

,

5J

时再进行
&##

倍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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