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谷氨酰基转移酶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连续监测法，IFCC 推荐 

GGT REAGENT KIT OPERATION INSTRUCTION
 

[用    途] 

本试剂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 γ-谷氨酰转移酶的活性。 

[方法原理] 

采用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FCC）推荐的方法改良而成。样本中的 γ-谷

氨酰转移酶催化可溶性底物（L--谷氨酰-3-羧基-4-硝基苯胺）中的谷氨

酰基转移至甘氨酰甘氨酸形成 L--谷氨酰甘氨酰甘氨酸和黄色的 5-氨基

-2-硝基苯甲酸盐，从而引起 405nm 处吸光度的上升，此种变化与样本

中的-谷氨酰转移酶活性成正比。 

[产品规格]  

规格 1（R1：4× 60ml，R2：1× 60ml），包装总量：300ml 

规格 2（R1：2× 80ml，R2：2× 20ml），包装总量：200ml 

规格 3（R1：4× 20ml，R2：1× 20ml），包装总量：100ml 

规格 4（R1：1× 4000ml，R2：1× 1000ml），包装总量：5000ml 

[试剂成份]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 100mmol/L   

氯化钠 54mmol/L 

甘氨酰甘氨酸  20mmol/L   

 L--谷氨酰-3-羧基-4-硝基苯胺  50mmol/L 

[试剂制备] 

底物启动方式（双试剂模式） 

试剂 1 和试剂 2 均为液体制品，可直接使用。 

样本启动方式（单试剂模式） 

将试剂 1 和试剂 2 以 4:1 的比例混匀。 

[试剂稳定性和贮存] 

在 2-8℃避光条件下，未开封的试剂可稳定 12 个月。开封后，在避光条

件、2-8℃，可稳定 28 天；15-25℃，可稳定 5 天。混匀后试剂的吸光度

大于 0.800（以水为空白，405nm 波长、1cm 光径）时表明试剂已失效。 

[样品要求] 

不溶血血清或肝素抗凝血浆。GGT 在 2-8℃或室温均可稳定 7 天。 
[测定方法] 

手工和半自动操作方法 

 空白管（B） 样品管（U） 

蒸馏水（ml） 0.1 ---- 

样  品（ml） ---- 0.1 

试剂 1（ml） 0.8 0.8 

混匀，37℃孵育 5 分钟 

试剂 2（ml） 0.2 0.2 

混匀，37℃延迟 1 分钟后在 405nm 处读取吸光度变化值,每隔 30 秒读一

次，共读 1 分钟，并计算每分钟吸光度变化率 ΔA/min。   

全自动操作方法： 

请参考说明书反面参数 

[校准和质控] 

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校准品校准，校准周期为 30 天，更换试剂批号时需要

重新校准。建议使用正常值和病理值生化质控血清进行室内质控，测定

的控制值应在确定的限制范围内，若控制值失控，实验室应采取适当的

纠正措施 

[结果计算] 

 

样本中 GGT 活性（U/L）= 

 

式中：TV 总反应体积（ml） 

   SV 样品体积(ml) 

      5-氨基-2-硝基苯甲酸盐 405nm 处毫摩尔消光系数为 9.5 

 P  比色杯光径(cm) 

 ΔAU/min 样品管平均每分钟的吸光度变化 

 ΔAB/min 空白管平均每分钟的吸光度变化 

[注意事项] 

1.请勿用嘴直接吸取试剂，避免接触皮肤、眼睛及粘膜，一旦接触，应

即用水冲洗污染部位； 

2. 试剂和样本可因仪器要求不同，按比例增减； 

3. 试剂在使用中应避免污染，否则将会导致失效； 

[参 考 值] 

男性  女性 

25℃ 6-28U/L 4-18U/L 

30℃ 8-38U/L 5-25U/L 

37℃ 11-50U/L 7-32U/L 

仅供参考，建议各实验室对此予以确认或建立所服务人群的期望值。 

[试剂性能] 

下面结果是用本试剂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试获得的。 

精密度：批内：变异系数 CV≤5%        

批间：批间相对偏差（R）应≤10％。 

准确度：所测校准品在定值的±10%范围内 

线性范围：试剂盒测定的线性范围为 5～400U/L，线性回归的相关系数 r

≥0.990。在用不同类型的生化分析仪时，因样本体积和试剂体积的比例、

测定时间及比色杯光径的不同，本法线性亦不同。 

[抗干扰性] 

在以下条件时，对实验结果无干扰： 

抗坏血酸维生素 C≤30 mg/dl  胆红素≤40 mg/dl 

甘油三酯≤2000 mg/dl        血红素≤40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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