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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时间对生化结果影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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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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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测定时间的不同对生化检测的结果影响&方法
!

用凯特
T384"!O

电解质仪对钾%钠%氯%

钙在放置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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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时间里进行测定#用日立
87!<%

生化仪对磷%三酰甘油%总胆固醇%血糖%直接

胆红素%尿素氮%尿酸%肌酐%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蛋白%清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乳酸脱氢酶!在放置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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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进行测定&结果
!

所有项目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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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使用促凝管抽取生化

血!并及时分离血清!在常温下
$1

可保持生化结果恒定&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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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时间#

!

生化项目#

!

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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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广泛应用#传统的生化检验模式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单标本多项目的测定是目前医院所面临的

现状#由于标本量较大#从而造成部分血液标本往往不能及时

上机检测#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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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完全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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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讨血液标

本放置时间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室采集了
"%

例外观无溶血)

无黄疸)无脂血的标本#及时分离血清并吸出放置室温#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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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钾)钠)氯)钙)磷)三酰甘油)总胆固醇)血糖)

直接胆红素)尿素氮)尿酸)肌酐)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

蛋白)清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乳酸脱氢酶等项目进行检测#

就检验时间对生化结果的影响情况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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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江苏精致真空采血管'促凝管(对门诊体检者进行静

脉采血
$,-

,

<#<#=

!

质控血清采用北京郎道质控品#校准品采用科华试剂

盒随带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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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采用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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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化仪和凯特
T384"!O

型电解

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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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采用上海科华生化试剂和深圳凯特
T384"!O

型电

解质仪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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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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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集的标本放置恒温箱
$,/0

后#用离心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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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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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并将血清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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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血清及校准品#严格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上机对

!<

项生化项目进行校准及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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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出的血清分别在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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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测定#并做

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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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单个项目不同测定时间分别进行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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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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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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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仪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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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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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仪测定结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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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放置不同时间$

1

&后经电解质仪测定结果

项目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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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9#.! %#.$ 9#.! %#.& 9#." %#.& 9#." %#.$ 9#9 %#.9 9#9 %#.$

钠
!9.#. !#&" !9.#. !#&. !9.#9 !#&9 !9.#9 !#&9 !99#< !#&. !9$#. !#&<

氯
!%$#< !#<4 !%$#< !#4& !%$#< !#4. !%$#4 "#!4 !%<#$ !#4. !%<#4 !#<.

钙
"#.< %#!9 "#.< %#!" "#.4 %#!% "#.4 %#%4 "#.4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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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项目各组之间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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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放置不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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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生化仪测定结果

项目
%1

6

6

!1

6

6

"1

6

6

.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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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6

6

磷
!#%< %#!& !#%< %#!& !#%4 %#!7 !#%4 %#!& !#!! %#!7 !#!" %#!$

谷丙转氨酶
.!#%$ "%#4! .!#! "%#$4 .!#9 "%#9$ .!#9 "%#$< .!#& "%#74 ."#! "%#7.

谷草转氨酶
"<#. !!#&! "<#< !!#&7 "<#7 !!#<! "<#4$ !!#7. "4#.$ !!#4. .%#%$ !!#4$

总蛋白
7&#4 .#&< 77#" .#7" 77#& .#<9 7<#! .#4" 7<#$ 9#!! 7<#& .#<<

清蛋白
$!#" "#!& $!#$ "#". $!#& "#%4 $!#< "#!" $"#. "#.% $"#9 "#9<

直接胆红素
!"#. .#$9 !"#" .#$% !"#. .#$$ !"#9 .#9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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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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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放置不同时间$

1

&后经生化仪测定结果

项目
%1

6

6

!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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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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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6

6

尿素氮
9#4& !#7% $#%" !#7% $#%9 !#7! $#%4 !#7" $#"% !#79 $#"! !#7!

肌酐
7"#& !$#.& 7"#& !$#!7 7"#< !$#"! 7.#. !$#9$ 7.#< !$#4" 7.#& !&#"<

尿酸
..$ 47#$ .$< 47#$ .&! 4<#< .&" 4<#4 .&9 !%%#7 .&9 44#!

三酰甘油
"#%$ !#"" "#%& !#"" "#%< !#". "#%4 !#"9 "#!% !#"9 "#!% !#"9

总胆固醇
$#." %#79 $#.< %#7$ $#9" %#7& $#9< %#7& $#94 %#<% $#$% %#79

血糖
$#&$ !#$4 $#&& !#$4 $#&& !#$4 $#&& !#$4 $#79 !#&. $#7& !#&&

乳酸脱氢酶
!77#& ."#! !77#4 ."#. !77#% .!#9 !77#. .!#< !<%#4 ."#" !<!#& ."#4

肌酸激酶同工酶
"!#& 7#9% "!#7 7#"4 "!#4 7#!& "!#9 7#!% "%#<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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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项目各组之间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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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血液放置时间对生化检验项目的影响*

"

+

#所以对检测

的生化项目要求尽快完成,有文献报道检测钾浓度#因标本放

置长短而显著不同#且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加*

.8$

+

$血液离体

后不分离血清#血糖测定值随放置时间延长而降低#及时分离

血清置室温#

$1

内的血糖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但对于其

他生化项目在血清分离后多长时间内可保持恒定#没有具体的

报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进行了放置时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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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对不同生化项目进行检测#经统计学处理发现#采用生化促

凝管并及时分离血清#生化结果可在
$1

保持恒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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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血清胱抑素
O

和尿微量清蛋白对早期糖尿病

肾损害的临床价值

周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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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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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糖尿病患者血清中胱抑素
O

"

O

B

6O

$和尿微量清蛋白"

W,;-*

$含量和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免疫比浊法对
!.$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的
O

B

6O

%肌酐和
W,;-*

进行检测分析!并分正常清蛋白尿组%微

量清蛋白尿组%大量清蛋白尿组与健康对照组做比较分析&结果
!

除正常清蛋白尿组外其他各组糖尿病患者
O

B

6O

和
W,;-*

含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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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清蛋白尿组血清
O

B

6O

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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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W,;-*

不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结论
!

血清
O

B

6O

与
W,;-*

是诊断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有效指标!

血清
O

B

6O

优于
W,;-*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

!

糖尿病#

!

糖尿病肾病#

!

血清胱抑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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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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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2Q

(早期肾小球损伤是糖尿病'

2J

(常见而

又难治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然而早期肾小球损伤是一个隐匿

的过程#因此预防并发症的主要措施就是早期发现肾小球损

伤,通常其监测标志物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大类#外源性如

菊粉清除率和放射性同位素等#被认为是监测肾小球滤过功能

的金标准#但由于其操作繁琐和放射性污染#在临床上不宜常

规应用,内源性标志物如内生肌酐清除率#由于容易受肌肉含

量)炎性反应)感染)肿瘤的影响#而不能真实反应肾小球滤过

的功能状态,胱抑素
O

'

O

B

6O

(是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之一#

是较理想的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指标#已被临床作为观察肾小

球损伤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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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在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肾损害的诊断价值

中有待研究#本文通过比较糖尿病患者血清
O

B

6O

和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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