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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系统评价不同稀释液对干化学%湿化学检测系统测定肾功
)

项高值标本的影响!确定理想的稀释液$方法
!

收集接近各系统肾功能
)

项检测上限的新鲜血清!分别用蒸馏水"

!Q

@

_

#%生理盐水"

&<

#%

?A

小牛血清"

?AO<0

#%混合血清进行

倍比稀释"最高稀释倍数为
.̀ )@

#!在美国强生
Z1$8;2)E-

干化学分析仪和日本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分别测定!然后进

行偏差分析和线性评价$结果
!

在湿化学检测系统上!尿素用
&<

%

O<0

%混合血清稀释!偏差分析均符合要求$肌酐%尿酸用

!Q

@

_

%

O<0

%混合血清均符合要求$在干化学检测系统上!尿素%尿酸用
!Q

@

_

和混合血清稀释均符合要求!肌酐除了
O<0

外各

稀释液均符合要求$根据分析测量范围评价"

0W/

#!在湿化学检测系统中!尿素%肌酐%尿酸用
,

种稀释液稀释后均符合要求&在

干化学检测系统中!尿素只有
!Q

@

_

和混合血清稀释后符合要求!肌酐只有
&<

和混合血清稀释后符合要求!尿酸用
,

种稀释液

稀释后均符合要求$结论
!

混合血清是最理想的稀释液$

关键词"稀释液&干%湿检测系统&尿素&肌酐&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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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验工作中#经常遇到被测项目的活力或浓度较

高#超出测量线性范围#需稀释后再测'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测

定项目以及不同的仪器对标本稀释液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稀释

液在不同的检测系统中也会给测定结果带来不同的影响(

.

)

'

目前全自动生化仪器均没有配专用稀释液#选用何种稀释液既

方便易得又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各实验室的做法不尽相同#

也缺乏系统评价(

@5,

)

'近年来#干化学检测方法逐步推广#尤其

在急诊和门诊中应用广泛#虽然部分厂家可以提供专用稀释

液#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很少使用#也未见系统评价的报道'

另一方面#由于干*湿
@

个检测系统的检测原理完全不同#相同

稀释液在不同的系统中是否一致#目前也未见报道(

E5(

)

'本实

验拟用不同稀释液对肾功能
)

项---尿素 $

h8"%

%*肌酐$

*8

%*

尿酸$

h0

%#分别在干*湿
@

个检测系统上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与比较#以期找到与系统和项目相适应的理想稀释液'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材料

A>A>A

!

高值标本
!

收集本院患者新鲜血清#无明显溶血及肉

眼可见的黄疸和脂血'其值均接近但未超出该项目的线性范

围上限'

A>A>B

!

稀释液
!

蒸馏水$

!Q

@

_

%为本实验室自制#阻抗值大

于
.>EW

/

&生理盐水$

&<

%注射液为四川科伦药业公司生产&

?A

小牛血清$

?AO<0

%用
->-.KK;#

"

V

磷酸缓冲夜$

6O<

%配

制&混合血清均取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体检人员新鲜

血清#无明显溶血*肉眼可见黄疸和脂血#其测定值均在参考区

间内#收集混匀离心#取上清备用'

A>A>C

!

仪器
!

美国强生
Z1$8;2)E-

干化学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日本日立
?(--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A>D

!

试剂
!

美国强生干化学检测系统采用配套试剂#日立

?(--5-@-

检测系统采用四川迈克公司试剂'

A>B

!

方法
!

分别在强生干化学系统$简称干系统%和日立

?(--5-@-

湿化学系统$简称湿系统%测定高值标本和混合血清

的
h8"%

*

*8

和
h0

原始值$

0

'

%#将标本用
!Q

@

_

*

&<

*

O<0

*混

合血清
,

种稀释液分别进行
.̀ @

*

.̀ ,

*

.̀ =

*

.̀ .(

*

.̀ )@

共

E

个系列的倍比稀释'在干*湿系统上分别对各稀释样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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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然后将实际测定结果$

0.

%与通过计算得到的理论值$

4

%

进行偏差计算及相关性分析'

A>C

!

数据处理
!

在计算稀释后标本的理论值时#需考虑稀释

液的本底值$

0

-

%#本底值为稀释液测定
)

次后的均值'稀释

后标本的理论值计算公式如下!

/[

&

:

Y?

-

g

:\&

:

Y?

7

#其中
K

#

9

分别为稀释时的比

例#如进行
.̀ ,

稀释时#则
K

为
,

#

9

为
)

'

偏差$

O1%2

#

O

%的计算公式为!

JA[

/\?

/

Y.--A

'以美

国
*VT0]==

总允许误差$

4S%

%的
.

"

@

为判断标准#当偏差小于

.

"

@

时#判定为偏差可以接受#否则不可接受(

?

)

'

相关性分析!以同一项目各稀释系列的理论值为
*

#测定

值为
$

#拟合回归方程'以
8

&

->C?E

作为相关性良好的判断

标准'所有数据分析均在
SFI"#

软件上完成'

B

!

结
!!

果

B>A

!

在仪器检测范围内#分别在干*湿系统上测得
!Q

@

_

*

&<

*

?AO<0

*混合血清的本底值见表
.

'

表
.

!!

稀释液中
h8"%

&

*8

&

h0

的本底值

稀释液
日立

?(--

h8"% *8 h0

强生
ZT4/_)E-

h8"% *8 h0

!Q

@

_ - ->. -

$

->? ?>-

$

)->-

&< ->. - -

$

->? (>-

$

)->-

O<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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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混合血清
,>E EC>. @,=>- ,>, ?E>E @?.>-

表
@

!!

在干&湿检测系统上%各稀释液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项目
!Q

@

_ &< O<0

混合血清

湿化学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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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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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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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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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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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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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CCC=

干化学系统

!

h8"% $[->C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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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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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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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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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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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
0W/

评价要求'

图
.

!!

各稀释液在干&湿化学系统
h8"%

测定中的

偏差比较图

B>B

!

,

种稀释液在干*湿系统中不同项目检测结果的偏差

比较见图
.

!

)

'

B>B>A

!

以美国
*VT0]==

总允许误差的二分之一为判断标准#

h8"%

*

*8

*

h0

偏差可接受范围分别为!

a,>EA

*

a?>EA

*

a

=>EA

'从图
.

中可见#在湿系统中#

h8"%

用
&<

*

O<0

*混合血

清稀释均符合要求#而用
!Q

@

_

在较高稀释倍数$

%

.̀ .(

%时

不符合要求'在干系统中#

h8"%

用
&<

和
O<0

稀释超出了可

接受范围#

!Q

@

_

和混合血清均符合要求#尤以混合血清稀释

偏差值最小'本实验还发现
h8"%

用
&<

和
?AO<0

稀释后#

在干*湿检测系统中的偏差结果差异较大'

B>B>B

!

从图
@

可见#湿化学系统中#

*8

用
!Q

@

_

*

O<0

*混合血

清稀释#测定结果均符合要求#而用
&<

稀释#在较高稀释倍数

时就不符合要求'在干化学系统中#

*8

除了
O<0

以外#各稀

释液均符合要求'从图
)

可见在湿化学系统中#

h0

用

!Q

@

_

*

O<0

*混合血清稀释均符合要求#尤以混合血清稀释#其

测定结果偏差最小'在较高稀释倍数时#用
&<

稀释不符合要

求'在干化学检测系统中#在较高稀释倍数$

&

.̀ .(

%时#

h0

用
&<

和
O<0

稀释超出了可接受范围#用
!Q

@

_

和混合血清

稀释均符合要求#尤以混合血清稀释#测定偏差最小'

图
@

!!

各稀释液在干&湿化学系统
*8

测定中偏差比较图

B>C

!

相关性分析
!

h8"%

*

*8

及
h0

用不同的稀释液进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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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检测后#分别对理论值与实测值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实测

值为
$

#理论值为
*

拟合回归方程#

$[:g%*

'其回归方程和

相关系数平方见表
@

'

图
)

!!

各稀释液在干&湿化学系统
h0

测定中的偏差比较图

C

!

讨
!!

论

在临床常规生化检测中#经常会遇到超出检测系统线性范

围的标本#需要稀释后复测#但究竟选用何种稀释液#目前各实

验室做法并不相同(

=5C

)

'同时干*湿系统检测原理不同#干化学

的理论基础是
+J:"#N%5WJ9N

理论(

.-

)

#湿化学的理论基础是

V%K:"85O""8

定律#它们在检测相同项目能否选用同一种稀释

液还有待证明(

..

)

'

本次实验选取用肾功能
)

项检查的高值标本以
,

种稀释

液稀释后检测发现#在湿化学检测系统上#

h8"%

用
&<

*

O<0

及

混合血清均符合要求#而用
!Q

@

_

稀释在较高稀释倍数$

%

.̀ .(

%时不符合要求#可能是
!Q

@

_

对介质影响较大#故测定

偏差也较大'对
*8

*

h0

用
!Q

@

_

*

O<0

*混合血清均符合要

求#而用
&<

在较高稀释倍数时不符合要求#可能是因为
&<

的

离子强度*

'

Q

值与低值血清相近#但无蛋白质和血清成分#故

测定结果偏差大'

在干化学检测系统上#

h8"%

*

h0

用
!Q

@

_

和混合血清稀

释均符合要求#

*8

除了
O<0

以外各稀释液均符合要求'对于

肾功能
)

项检查的高值标本#在湿化学系统中#均可用
O<0

和

混合血清进行稀释&在干化学系统中#均可用
!Q

@

_

和混合血

清进行稀释'而同时能应用于干*湿检测系统的稀释液只有正

常人混合血清'可能因为低值血清的蛋白质*离子强度*

'

Q

值和其他血清成分基本相近#因此其测定结果偏差最小(

.@

)

'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强生
Z1$8;2)E-

干化学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h8"%

的试剂说明书上#写明了如果标本中尿素浓度超

出系统的可报告范围#可以用
ZT4/_<?A

牛血清清蛋白溶液

稀释样本(

.)

)

'而在本实验中
h8"%

用
?AO<0

稀释#其结果超

出了可接受范围'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线性验证实验中#根据分析测量范围$

0W/

%评价要求

$

%[.>--a->-E

#

8

&

->C?E

或者
8

@

&

->CE

%

(

.,5.E

)

#在湿化学检

测系统中#

h8"%

*

*8

及
h0

#用
,

种稀释液稀释后
0W/

评价均

符合要求#表明肾功能
)

项指标在湿化学系统中检测值与理论

值相关性良好#符合临床检验的要求'而在干化学检测系统

中#

h8"%

以
!Q

@

_

或混合血清稀释后#

0W/

评价符合要求#而

以
&<

或
O<0

均不符合要求&

*8

只有
&<

和混合血清稀释后#

0W/

评价符合要求#而
!Q

@

_

和
O<0

均不符合要求&

h0

用
,

种稀释液稀释后
0W/

评价均符合要求#

O<0

稀释液在
h8"%

*

*8

的检测中均不符合要求#可能与
O<0

影响了参加反应的酶

的活性有关'

由偏差分析和线性评价可以看出#在湿化学检测系统上#

即使
,

种稀释液均符合
0W/

评价要求#但是偏差分析仍有差

异#应引起重视'提示需同时进行偏差分析和线性评价#才能

得出科学的结论'

日常工作中#不同的检测系统都会遇到样本的结果超过检

测项目的线性范围'本研究发现#在肾功能常规
)

项检查超限

时#同时能应用于干*湿检测系统的稀释液只有健康人混合血

清#它是比较理想的稀释液#建议实验室可以建立自己的混合

血清标本库#以便用于常规生化检测项目超限标本的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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