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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免疫散射比浊法和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免疫球蛋白结果比较

刘少华!邓文平#

!李
!

燕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检验科
!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免疫球蛋白"

P

8

%水平的关系&方法
!

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免疫

散射比浊法检测
"9"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
P

8

!同时测定
P

8

,

高(低值水平!分析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
!

健康体

检人群中血清
P

8

,

水平免疫透射比浊法)"

!!#A&mA#="

%

8

'

;

*测定与免疫散射比浊法)"

!!#@9m%#?"

%

8

'

;

*测定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9

%$免疫透射比浊法
P

8

X

)"

!#9!m!#$&

%

8

'

;

*!免疫散射比浊法
P

8

X

)"

!#&$m$#=!

%

8

'

;

*和免疫透射比浊法
P

8

+

)"

"#$@m!#9!

%

8

'

;

*!免疫散射比浊法
P

8

+

)"

"#!9m!#!=

%

8

'

;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高(低值
P

8

,

用两种方法均

可以测定&结论
!

了解免疫功能水平时!测定
P

8

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免疫散射比浊法均可!但免疫散射比浊法更有利于病情的

监测&

关键词"散射测浊法和比浊法$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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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免疫球蛋白$

P

8

&测定#是检查人体免疫功能状态最直

接而简单的方法#只有选择好的检测方法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本文选用
Y5

F

:

D

H0+b&A$

和
Z/JM:E3P::E

8

/@$$

特定蛋白仪对
"9"

名健康成人进行了
P

8

测定#并同时
P

8

,

高

值和低值进行了测定)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

!"

月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

的单位职工
"9"

名#其中#男
!A&

名#女
!$&

名%年龄
"$

$

&$

岁)排除系统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

@#A

!

方法
!

健康体检人群中抽空腹静脉血
%:;

#置于不抗凝

无菌试管中#

%9$$2

"

:73

#离心
9:73

#收集血清
e"$V

保存)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试剂盒分为两类%一类是
Z/JM:E3P:)

:E

8

/@$$

特定蛋白仪及相关配套试剂#测定方法为免疫散射

比浊法#一类是
Y5

F

:

D

H0+b&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使用北

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P

8

测定试剂#测定原理为

免疫透射比浊法)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P

8

高值对照和低值对照#选用住院患者在检查
P

8

时结果中

P

8

,

$

"$#$

8

"

;

和
P

8

,

%

A#$

8

"

;

各
"$

份#分别作为高值和低

值血清对照)同时选用脑脊液
!$

份作
P

8

,

测定)

Z/JM:E3

P::E

8

/@$$

特定蛋白仪配套试剂提供的健康人群参考范围#

P

8

,

!

?#$

$

!&#"

8

"

;

#

P

8

X

!

$#&

$

"#&%

8

"

;

#

P

8

+

!

$#&@

$

A#$$

8

"

;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作方差分析#数

据用
Nm*

表示#两组间比较用
4

检验或秩和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两种方法下健康体检人群的
P

8

,

*

P

8

+

*

P

8

X

水平
!

分别

用
Y5

F

:

D

H0+b&A$

和
Z/JM:E3P::E

8

/@$$

特定蛋白仪对

"9"

名健康体检人群进行了
P

8

,

*

P

8

+

*

P

8

X

测定#结果见表
!

)

P

8

,

*

P

8

X

和
P

8

+%

种
P

8

测定结果显示#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和

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其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表
!

!!

健康成人
P

8

,

测定结果$

Nm*

'

8

&

;

%

仪器
& P

8

, P

8

X P

8

+

Y5

F

:

D

H0+b&A$ "9"!!#A&mA#=" !#9!m!#$& "#$@m!#9!

Z/JM:E3P::E

8

/@$$ "9"!!#@9m%#?" !#&$m$#=! "#!9m!#!=

表
"

!!

P

8

,

高值和低值测定结果$

Nm*

'

8

&

;

%

仪器
& P

8

,

$

$

"$#$

&

P

8

,

$

%

A#$

&

Y5

F

:

D

H0+b&A$ "$ %!#""m!$#9& "#!9m!#%?

Z/JM:E3P::E

8

/@$$ "$ %!#&$m!"#%9 "#A=m!#9$

A#A

!

测定
P

8

,

高值和低值水平
!

同样用上述方法测定
P

8

,

$

"$#$

8

"

;

和
P

8

,

%

A#$

8

"

;

患者血清各
"$

份#两种方法测定线

性都比较宽#在低值和高值处都能够进行测定结果的显示)结

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A!

卷第
"$

期



果见表
"

)

A#B

!

脑脊液测定结果
!

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对于一些

微量的
P

8

标本#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可以实现测定#而用免疫透

射比浊法测定就可能会漏掉一些阳性结果表现)

表
%

!!

!$

例脑脊液
P

8

,

测定结果$

Nm*

'

8

&

;

%

样本号
! " % A 9

Y5

F

:

D

H0+b&A$ e e e $#?9 e

Z/JM:E3P::E

8

/@$$ $#A$ $#9A e !#!$ $#&=

!!

e

!无数据)

B

!

讨
!!

论

P

8

是由浆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组具有多方面微生物活性

的蛋白质分子#是机体内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分子#是具有抗

体活性#能与抗原特异性结合#激活补体等功能的蛋白质#按照

组成结构不同可将其分为
P

8

,

*

P

8

X

*

P

8

+

*

P

8

(

*

P

8

-9

类#其中

P

8

(

*

P

8

-

含量较少#临床上常用
P

8

,

*

P

8

X

*

P

8

+

水平测定作为

评定机体体液免疫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其含量可因疾病而大

量增减)免疫比浊法是目前临床上测定血清
P

8

+

*

P

8

,

和
P

8

X

的主要方法#包括透射比浊法和散射比浊法)两种方法的测定

原理和仪器不同#其结果有所差异)免疫透射比浊法主要检测

抗原
)

抗体复合物所形成的浊度#本实验中用
Y5

F

:

D

H0+b&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该分析仪具有处理能力大*测试速度

较高*标本用量少的优点%免疫散射比浊法是从不同角度测量

抗原
)

抗体复合物微粒的散射光强度和浊度的变化#用
Z/JM)

:E3P::E

8

/@$$

蛋白分析仪检测)一般认为散射比浊法的灵

敏度高*重复性好#但国内研究显示散射比浊法和透射比浊法

准确性*精密度均比较好'

!)"

(

)

本研究比较了免疫散射比浊法和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P

8

,

*

P

8

X

*

P

8

+

的结果#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偏差位于临

床可接受范围#说明二者均为
P

8

,

*

P

8

+

*

P

8

X

的可靠测定方法#

与国内研究结果相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应用#使
P

8

的检

测速度大为加快#测定费用略微偏低#可用于常规人群的体检

和一般项目检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脊液
P

8

测定结果中使用免疫散射比

浊法测定出结果较免疫透射比浊法更多#说明抗原
)

抗体反应

形成的复合物颗粒大小不一#对于浊度的形成帮助不一#透射

比浊法测定的是浊度的改变#对于微小颗粒产生的浊度反应微

弱#而散射比浊法多测定了复合物对散射光的改变#微小颗粒

的影响就比较明显)故测定精准度更高的特定蛋白分析仪如

Z/JM:E3P::E

8

/@$$

#其受干扰因素较少#对于疾病的治疗效

果监测和药物治疗效果的监测则更好'

%)A

(

)本实验也提示对于

常规检查中
P

8

测定可选用免疫透射比浊法进行#而对于需要

测定更准确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的
P

8

测定#则选用免疫散射比

浊法测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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