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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分析 
李玉欢  刘江山  张菊梅  

(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  734000) 

摘要：目的：对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在实际临床检验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对这一设备的实际应用价值进行科学判定；方法：从我院

于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接治的甲状腺疾病患者中随机选取其中的 8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这 82 例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41 例）

与对照组（41 例），其中，观察组患者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进行甲状腺疾病的检测，而对照组患者则使用在以往甲状腺检测中最常使

用的放射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对不同设备检测结果中患者的甲状腺球蛋白含量以及不同组别患者的假阳性与假阴性的发生情况开展对比

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检测效果要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各项数据结果对比都具备充分的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全自动荧光

免疫分析仪在实际临床应用中，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甲状腺患者疾病的检查正确率，有着极为突出的实际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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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疾病在实际临床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尤其是近些

年来，我国甲状腺患者的数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给人民群众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而在甲状腺疾病的治疗中，只要能够保证早发

现、早治疗，患者恢复时间将会得到极大程度的缩短，让患者尽可

能少的受病痛折磨。对此，在甲状腺疾病的临床治疗中，就需要一

种更加高效、快速的甲状腺疾病的临床检验方式。全自动荧光免疫

分析仪是一种在实际临床中有广泛应用的医疗设备，在多种类型疾

病的临床检验中，都能够看到这一设备的实际应用[1-3]。而本次研究

中，将对这一设备在甲状腺疾病临床检验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开展调

查研究，具体研究内容汇报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于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接治的甲状腺疾病患者中随

机选取其中的 8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观察组患者中年龄

最大的患者为 63 岁，年龄最小的患者为 28 岁，年龄均值在 42.58

±2.47 岁；对照组患者中年龄最大的患者为 64 岁，年龄最小的患

者为 26 岁，年龄均值在 41.79±2.16 岁。而在患者性别的分布上，

观察组 41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有 21 人，女性患者 20 人；对照

组 41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有 19 人，女性患者 21 人.通过对两组

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到结果显示 P＞0.05。患者的

一般资料符合本次研究中的实验规定。 

本次实验中研究对象的纳排标准具体如下： 

首先，纳入标准有年龄在 20-70 岁之间的患者；对本次实验知

情并与家属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而排除标准具体包括对本

次研究不知情，拒绝进行特定形式临床检测的患者；个人资料缺失

的患者。 

1.2 方法 

观察组 41 例患者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进行甲状腺疾病

的检测。在检测工作正式开始之前的 12 个小时，患者要停止进食。

空腹 12 小时后进行采血，采血的量为 3ml。采血的过程中，取一支

消过毒的试管，向试管内注入适量的抗凝剂，而后将从患者身上采

集的血液样本置于试管中。对照组患者在进行检测之前，也要完成

同样的采血程序。而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血样进行检测。其中，

对照组 41 例患者的血样检测使用目前甲状腺患者检测最常使用的

放射免疫分析仪，观察组 41 例患者的血样血液样本的检测使用全

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对两组检测结果中患者的甲状腺球蛋白的含

量，以及患者假阳性与假阴性的发生情况。两组患者血样检测的具

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是观察组患者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进行血样检测

的具体流程：第一步，将采集到的患者血样从试管中提取出来，滴

于检测用的变笨偏上，而后喜娘患者血液样本中加入 0.01mol/L 的

磷酸对血样进行缓冲处理。而后，将经过稀释处理的荧光标记抗体

溶液滴入到待检测的样本中，并确保溶液对样本全面的覆盖。之后

将检测样本放到保温箱中进行保温，避免样本的损坏，以及对样本

作检测前的最后一次预处理。在需要对样本进行检测时，从保温箱

中将待检样本取出，再次使用磷酸缓冲液冲洗样本，并不断震荡样

本。最后，使用滤纸将样本表面的水分吸干，向样本中加入缓冲甘

油之后使用显微镜对样本进行特异性荧光强度观察，对观察结果进

行记录，得出最终检测结果。 

其次是对照组患者使用放射免疫分析仪进行血样检测的具体

流程：第一步，对采集得到的血液进行离心处理，将血液样本中的

血清物质分离出来。而后将分离出来的血清样本置于鲁米诺

Luminol 低液中，待其能量全部释放后采用光子数读的方式读取最

终的检测结果，使用数学模型对结果进行定量分析，得到最终可用

的检测结果报告。 

1.3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检测结果中的甲状腺球蛋白含量以及假阳

性、假阴性指标的分布情况，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对比研究，对两组

患者的检测精确度进行判定。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软件，以 X±S 表示定量资料，以率(％)表示

定性资料，定量资料数据需要经过 t 值检验，定性资料需要经过卡

方检验；安全指数分析采用对不良事件的描述性分析。所有的统计

检验都是双侧检验，以 p<0．01 为统计具有显著性差异。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检测结果中甲状腺球蛋白含量对比 

本次研究中，对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的观察组 41 例患

者的检测结果中甲状腺球蛋白含量结果与对照组患者的同一指标

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经统计学分析后，两组患者检测结果中甲

状腺球蛋白含量指标结果对比具备统计学价值，P＜0.05。具体结果

如下表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检测结果中甲状腺球蛋白含量数据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甲状腺球蛋白含量 

观察组 41 71.7±20.8 

对照组 41 36.2±19.3 

T  8.011 

P  0.000 

2.1 两组患者检测结果中假阳性与假阴性指标对比 

本次研究中，对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的观察组 41 例患

者的检测结果中假阳性与假阴性指标的检测结果与对照组患者的

同一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经统计学分析后，两组患者检测

结果中假阳性与假阴性指标结果对比具备统计学价值，P＜0.05。具

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检测结果中假阳性与假阴性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假阳性 假阴性 

观察组 41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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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41 0 0 

T  6.205 8.524 

P  0.002 0.001 

3.讨论 

近些年来，我国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开始逐渐的上涨，出现甲

状腺疾病的患者数量越来越多。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甲状腺疾病临

床治疗效果，需要有更为你精确的患者血液临床检验结果作为支

撑，检验结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就显得尤其重要。精确的检验结果

能够帮助医师制定更为科学化的甲状腺疾病的治疗方针，更大程度

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减轻患者的病痛。对此，在甲状腺患者的临

床检验中，需要使用到更加先进、性能更为强大，功能更为丰富的

检测仪器，对患者进行真正精准的血液检测，对患者的病情发展做

出真正准确的判断。当前甲状腺疾病临床中，就患者的血液检测通

常使用放射免疫分析仪[4-5]。但在实际临床中，放射免疫分析仪的检

测结果的精确性受到了越来越多基层医师的质疑，而且还导致了一

些临床中的事故，给患者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在

专业性更强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也开展了对甲状腺疾病患者

血液样本检测新型检测方法的研究。针对放射免疫分析仪在实际应

用中出现的检测结果不够精确的问题，一部分学者提出，在甲状腺

患者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可以使用目前实际临床中已经得到比较广

泛应用的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来取代放射免疫分析仪，以此提升

患者血液检测结果的精度，以便医师在实际临床中能够为你患者提

供更科学的治疗方案，让患者更快的康复[6-8]。 

而本次研究中，也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实验研究。本次研究中从

我院于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一年期间接治的甲状腺患者中随机

选取 8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组研究的形式，对采用全自

动荧光免疫分析仪与放射免疫分析仪的两组患者检测结果的精确

度进行对比研究，由此对两种检测仪器的检测结果精度进行评判。

在具体的检测结果中，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进行血液样本检

测的 41 例观察组患者，血液样本中甲状腺球蛋白的含量平均值为

71.7±20.8ng/ml，而使用放射免疫分析仪检测得到的 41 例对照组患

者，血液样本中甲状腺球蛋白的含量平均值为 36.2±19.3ng/ml。两

组患者血液样本检测中甲状腺球蛋白含量指标的差异是肉眼可见

的。而对两组患者血液样本中甲状腺球蛋白含量检测结果的差异进

行统计学分析，也具备十分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从这一点

能够看到，相较于放射免疫分析仪，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在实际

应用中得到的检测结果要更加的精确，对患者甲状腺疾病的最终诊

断结果的精确程度也将由此实现进一步的提升。基于此，在甲状腺

疾病临床诊疗中，各个医师需要充分了解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的

使用方法，更多利用这种仪器开展甲状腺患者的血液样本检测，以

此提高甲状腺患者的诊断精度。 

而在本次研究中，对于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进行血液样

本检测的观察组患者与使用放射免疫分析仪进行血液样本检测的

对照组患者假阳性与假阴性出现的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41 例观

察者患者中，有 4 名患者出现了假阳性的情况，而另外还有 6 名患

者出现了假阴性的情况。而在 41 例对照组患者中，并没有发现这

一类情况的出现。并且，以上的检测结果差异经过统计学分析，均

表现出充分的统计学意义，P＜0.05。在甲状腺患者的血液检测中，

假阳性与假阴性对于最终的甲状腺患者疾病诊断的精确性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这两项指标的精确检测也一直都是甲状腺疾

病临床诊疗中十分关心的问题。而从本次研究结果中能够看到，相

较于放射免疫分析仪，在使用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进行甲状腺患

者的血液检测时，患者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检出率得到了极大程度的

提升。基于此，本次研究中认为，从各个角度来看，使用全自动荧

光免疫分析仪的检测结果精确度要远高于放射免疫分析仪。而在实

际的临床中，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巨大优

势，那就是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的检测速率要更快，能够让临床

医师更快得到喊着血液样本的检测结果[9-10]。在本次研究中，对于这

一问题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后续的相关问题研究中，还需要多

加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以确保最终研究结论有更强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在甲状腺患者的血液样本检测中，使用全自动荧光

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患者甲状腺球蛋白含量指标的检测精度更

高，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检出率也有更好的保证，实际应用价值十分

的突出，适宜在实际临床中进行更大规模的推广应用，由此促进甲

状腺临床诊疗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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