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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J 目的研究血液样品采集过程中温度、抗凝剂和溶血对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

(eosinophilia cationic pmtein，ECP)水平的影响。方法收集20例荨麻疹患者(荨麻疹组)及20例健康志

愿者(对照组)静脉血标本，在6种不同条件(0℃，室温，37℃，溶血，肝素钠，EDTA)下处理后，用EUSA

试剂盒检测ECP水平，探讨上述因素对ECP测定结果的影响。结果 对照组，0℃和室温条件下血清

ECP检测水平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乃0．05)；37℃条件时，血清ECP检测水平明显高于0℃和室

温条件下的检测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荨麻疹组，0℃和室温条件下血清ECP检测

水平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乃0．05)；37℃条件时，血清ECP检测水平为明显高于0℃和室温条件

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对照组、荨麻疹组在不同温度条件下，无抗凝剂以及加肝素钠

或EDTA抗凝的血清与血浆ECP检测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溶血标本与不溶血

标本ECP检测水平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结论 温度、溶血对ECP检测水平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抗凝剂对ECP检测水平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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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 obj∞6ve To study on the innuences of the treatments including temperature hemolysis

and anti—coagulation agent during the blood sample coUection on the eosinophilia cationic protein(ECP)level．
M’etho凼 B100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而m 20 urticaria patients(unicuri舯up)and 20 healthy volunteers

(contml gmup)and treated under 6 di饪brent conditions(0℃，mom temperature，37℃，hemolysis，sodium hep—

arin，EDTA)．ECP levels were detected bv ELISA test kit．The innuences of the treatments on ECP dete瑚ina—

tion weIe discussed．Reslllts There weI℃no statistical difk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ditions of 0℃and room

temperatur℃of the ECPIeveI in the contmI group(尸>O．05)．The ECPlevel in 37℃was signi6cantIy higher than

the 0‘℃and IDom temperature conditions，and the di饪brence had sknistical si#mi6cance(尸Iall<0．01)．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0℃and r00m tempemture conditions in the level of ECP in urtic商a group(尸>

O．05)．The ECPlevel of unicaria gmup in 37℃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0℃and mom temperature，and the

di仃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期ificance(Pall<0．011．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rence between the senlm which

were treated bv sodium hep撕n and EDTA and which were not tI．eated by anticoagulants in difkrent temperature

in山e two gmups fP蛆l<0．01)．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Ebrence between hemolysis and non—hemolysis condi．

tions in the level of ECP in the two gmups (尸all<O．叭)．Concl邺i蚰 Temperature and hem01ysis affect the

ECPlevel in di&rent degrees．Butthere is no sj印访cant innuence 0f antj—coa剐lation a卵nt on ECPlevelI

【Key words】 Eosinophil cationic pIDtein；Blood specimen coUection；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

say

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osin叩hilia cationic

protein，ECP)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21×103的碱性

蛋白，存在于嗜酸性粒细胞(eosin叩hil，EOS)颗粒的

基质部分，占颗粒的30％，具有较强的杀灭寄生虫

和细菌功能，同时它又是EOS活化的重要标志[1】。近

年来很多研究结果表明，血ECP水平与过敏性疾病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被认为是疾病诊断、病情监测

的较好指标。据报道，血样采集处理过程中的许多因

素可影响血中ECP浓度【2】，严格控制血样处理过程、

选择最适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本实验着重探讨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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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处理过程中温度、抗凝剂和溶血等因素对ECP

检测水平的影响。

l资料与方法

1．1 样本来源及采集方法 选择我院门诊确诊荨

麻疹患者20例，男12例，女8例，年龄在1 1～42岁

之间，健康志愿者20例，男9例，女11例，年龄在

25～50岁之间，均无过敏史。抽取静脉血8 ml，均分

为8份，编为l～8号。1～4号血清不加抗凝剂，1号

置于冰水浴(0℃)，2号置于室温(22℃)，3号置于

37℃水浴，4号以外力破坏红细胞后置于室温，5～6

号用肝素抗凝，5号置于冰水浴，6号置室温(22

cC)，7～8号为EDTA抗凝，7号置于冰水浴，8号置

于室温。所有血样静置1 h后，离心半径40 cm，l

500 r／min离心15 min，立即分离上清，一20℃保存。

1．2 ECP水平测定 采用天津沃克生物科技公司

的ECP双抗夹心ELISA检测试剂盒测定。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计量

数据以x±s表示，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多组

间比较，两组问比较用￡检验。

2结果

2．1不同温度对血清标本的影响 由表l可见，对

照组、荨麻疹组在室温及0℃环境凝结收集的血清

ECP检测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7℃条

件下凝结获得的ECP检测水平显著高于0℃和室

温时，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叭)。不同

温度下，荨麻疹组ECP检测水平要高于正常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l 对照组及荨麻疹组不同温度下EcP水平(缱s，n咖1)

注：1．各组不同温度的比较：对照组肚97．62．P<0．05，荨麻疹组聘

42_31，P<0．05。2．每组不同温度间的两两比较：O℃与室温比较ql-

3．022，g 2=0．063，P均>O．05。0℃与37℃比较，gF—11．7，g 2=一8．397，|D

均<O．Ol。室温与37℃比较，ql=一11．4，qF一8．338，JD均<O．0l。

2．2不同抗凝剂对ECP检测水平的影响 结果见

表2，各组不同温度下，无抗凝剂、EDTA、肝素对于

ECP的检测水平无显著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2．3标本溶血对ECP水平的影响 两组溶血标本

与不溶血标本ECP检测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均<0．01)，结果见表3。

表3标本溶血对ECP水平的影响(皑岱，n∥m1)

注：+对照组f=13．06，o荨麻疹组拄6．64

3讨论

ECP作为EOS活性标记，对变态反应疾病的诊

断、治疗和疗效判定具有重要意义。很多研究表明

ECP作为反映EOS活化程度的指标，可用于哮喘气

道炎症的辅助诊断【31。目前ECP的检测方法包括放

射免疫分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和ELISA等。据报

道【4l，ECP在样品处理过程中会自主释放，在Ca“、

M92+等二价阳离子存在时，ECP释放量与离心获得

血清前全血放置的时间、温度有关，而且处理标本的

容器对其释放也有影响。Korzeniewska等【5J也有类似

报道。由于EOS在体外有ECP释放，从而不能真实

反映体内ECP水平，而血标本收集过程中的多种因

素都对ECP体外释放程度造成影响，因此，对于

ECP水平的测定，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要注意血标

本收集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1)0℃和室温条件下，各组ECP释放水平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Jp>0．05)，0℃与37℃和室温与37℃条件

下，各组ECP释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1)，提示ECP的体外释放在0℃和室温时不明

显，37℃时则有明显释放。与文献Eq报道的室温条

件ECP水平已明显高于O℃时，37℃条件下ECP水

平升高更加显著结果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归

咎于检测方法之间灵敏度的差异。且由表1可知，荨

麻疹组ECP检测水平升高程度要高于对照组，这可

能与荨麻疹患者的发病机制造成ECP检测水平明

显升高有关。(2)由表2可知，在不同温度下抗凝剂

对ECP的体外检测水平无明显影响，与Rubira等121

的报道相一致。而与国内温怀凯等【刀报道EDTA抗凝

表2不同抗凝剂对ECP检测水平的影响(髓§，n∥m1)

注：荨麻疹组，室温：肚O．139(尸>O．05)，0℃：肚0．142(JD>0．05)；对照组，室温：肚0．130(乃O．05)，0℃：肚O．129(J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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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ECP检测水平低于血清，认为抗凝剂EDTA对体 2 Rubira N，Ro拍go MJ，Pena M，et a1·B100d sample pmcessing effect

外ECP的释放可能有抑制作用不一致，因此，ECP

的体外释放机制还需进一步探讨。(3)在溶血与不溶

血条件下，各组ECP检测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提示溶血标本在凝结过程中有大量的

ECP释放，可能是由于EOS于溶血过程中破裂后，

包括ECP在内的颗粒蛋白外溢造成的。

综上所述，标本收集过程中温度、溶血对ECP

的检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体外检测ECP

水平时，应选择适宜的样本收集条件。总的来说，样

本应根据实验要求选择血清或血浆，其中血清应在

0℃或室温条件下凝结获得，避免溶血，并及时分离

血细胞和血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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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第二届中国大连国际。NA和基因组活动周

2叭1年4月25—29日，第二届中国大连国际DNA和基

因组活动周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本届活动周由国家

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办，由大连百奥泰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承办，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绿色经济时代重启生

物之门，计划邀请国内外基因领域的著名专家、10位诺贝尔

奖得主、世界各国科学院士、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世界各国

对基因组计划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参会，设置诺贝尔论坛、生

物经济论坛、投融资论坛以及400多场生物技术论坛，由

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断裂基因发现者之一的 Richard

Roberts博士担任本次盛会的国际主席。预计参会规模5000

人，预邀报告人2000位，精英荟萃，规模空前，将是一次生物

技术领域有巨大影响力的盛会。

同期将召开第四届工业生物技术大会、第二届工业酶与

生物催化大会、第一届生物能源大会、第一届海洋生物技术

大会、第二届石油微生物大会等六会联动，第二届国际生物

技术产品和仪器设备博览会也将同期开展。本次活动将成为

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盛会之一。

为促进我国DNA和基因组研究的发展与交流，大会为

国内的专家及企业设置了中文演讲的专场，在与国外的专家

交流之后，再次探讨我国的DNA和基因组的发展现状，所以

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大会并在会议上做报告，使您的研究成

果在世界各地的专家面前得以展示，并引领我国生物技术领

域的科学发展。

中文演讲的议题如下：

专题一：DNA和基因发现对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

专题二：基因研究的政策、法规和伦理

专题三：基因组研究的前沿技术

专题四：基因芯片及应用

专题五：蛋白质组学技术新进展

专题六：代谢组学分析技术和数据处理的新进展

专题七：宏基因组学的最新技术

专题八：营养学和基因组健康

专题九：质谱新方法、新技术及其应用的最新进展

专题十：色谱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专题十一：我国基因治疗的现状及前景

专题十二：我国基因检测技术和市场

专题十三：技术转让和项目合作

第二届国际DNA和基因组活动周会务组

联系人：李梦思；电话：041 l一84799609—826

传真：0411—84796897；Email=limengsi@bitconferen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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