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状上皮细胞或化生细胞胞质中出现球形空泡#内含嗜碱性包涵

体.

"

/

*线索细胞!在巴氏染色片上呈单个或粘连成片状的鳞状

上皮细胞上黏附有大量嗜碱性短小球杆菌.

!

/

*

/

!

结
!!

果

5!#

例检查者中直接涂片超高倍镜检中阳性标本
%!U

例#

阳性率占
"U[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法检出阳性标本
%69

例*

阳性率为
59[

#见表
6

*

表
6

!

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

病原体 直接镜检阳性例数
:W:

检查阳性例数

滴虫
$# %#

真菌
6#$ ("

衣原体支原体
5# 6#

线索细胞
"( !(

混合感染
$! %$

'

!

讨
!!

论

妇科炎症是女性常见病#以不可预知的速度侵害着广大妇

女的健康#影响着不少家庭的生活和工作*因此如何快速检

测#有效预防#积极治疗妇科炎症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临床

上推行一种较先进的液基薄层细胞检测方法取代了传统巴氏

涂片法筛查宫颈癌#该方法明显提高了标本的满意度及宫颈异

常细胞的检出率#同时还能发现病原微生物#如滴虫(真菌(病

毒(衣原体等#在妇科疾病中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的目的*但作者在长期大量工作实践中发现#液基薄层细胞的

检测技术在防癌普查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病原微生物的

检测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经过对
5!#

例标本分析#体会如下!

$

6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在留取标本前首先将宫颈口分泌物去

除#这样降低了收集到病原体的概率*$

%

%取到的标本需保存

到细胞保养液中#

6#

"

%#.S

的保养液又将标本大量稀释*

$

$

%制片过程中还需梯度离心#致使体积较小的病原体洗脱#不

能完全吸附到滤膜上*$

5

%工作人员查找片中病理细胞一般使

用低倍镜#易使体积较小的病原体漏检*$

"

%由于该方法是干

片后观察#这就导致一些比较容易观察的活体病原体死亡#增

加识别难度*$

!

%该方法中线索细胞检出率明显高于普通方

法#是由于该方法能将上皮细胞集中收集起来且背景清晰#易

于观察*

综上所述#液基薄层细胞检测技术在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方

面还有局限性#对一些单纯阴道炎患者易造成漏诊(误诊#因此

建议妇科医生不能完全依据液基薄层细胞病理报告单来排除

一般妇科炎症#对一些自感下身不适(分泌物异常的患者#还应

留取分泌物作常规检查#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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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标本存放条件对血糖检测的影响及措施

吴春锋!周演武"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医院检验科
!

%#6"#"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标本存放条件对血糖检测的影响!以及探讨实验室如何采取合适的措施来避免这些因素

的干扰$方法
!

随机抽取
6#

例患者连续
%F

早晨空腹采血共
%#

份标本$第
6

天每份标本分装入
$

支无添加剂管

中!组成
$

组!

$#.EC

后分别进行离心!并对室温组标本检测!作为即时检测!其余两组分别放置冰箱和水浴箱保存$

于
%8"@

&

"@

后分别对
$

组标本进行检测$第
%

天!每份标本分为两管!分别置入氟化钠草酸钾抗凝管和分离胶促

凝剂管中!离心后分别于
$#.EC

"即时#&

%8"@

&

"@

后检测$结果
!

无添加剂真空管中的血糖标本置室温和水浴箱

%8"@

和
"@

后血糖检测结果与即时检测结果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而冰箱存放标本
%8"@

后与即

时检测血糖值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但
"@

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即时检测的两种真空管

中的标本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

%8"@

和
"@

后血糖检测值与即时检测组同类试管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K

(

#8#"

#$结论
!

标本在不同条件下!由于糖酵解等因素会影响血糖的检测!而采用氟化钠草酸钾抗凝

管和分离胶促凝剂真空采血管可以有效避免这些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

血糖'

!

糖酵解'

!

氟化钠草酸钾抗凝管'

!

分离胶促凝剂管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9%)(5""

"

%#66

#

#!)#96#)#$

!!

众所周知#实验室血葡萄糖的检测对某些疾病特别是糖尿

病的诊断(监测和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所以大多数

实验室将其作为常规生化检测项目来做*因此#实验室应该保

证本室对血糖检测结果的准确和可靠*确保血糖检测结果准

确和可靠有赖于实验室所建立的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而

其中分析前质量管理是该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特别是血

糖标本的存放条件#包括时间(温度和存放的试管类型等又是

分析前阶段中影响血糖检测因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

于很多实验室因为各种原因#一些采集好的血糖标本不能即时

进行处理#或者标本采集完后不能及时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

+

#6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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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D@%#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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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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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验室在收到标本后处理方式的不同#这些因素往往对血

糖检测结果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因素

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主要对标本存放在不同条件下

对血糖检测结果的影响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或减

少这些因素对血糖检测结果的影响做初步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8$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本院
6#

例患者连续
%F

早晨空腹

采血共
%#

份标本#每天
6#

份*患者空腹
U@

以上#标本外观

无溶血(黄疸和脂血*

$8/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日本
:VT)6#%5E

全自动临床生

化分析仪*试剂为日本和光$

J>K;

%原装血糖双试剂*方法为

葡萄糖氧化酶法#批号!

f6:a6U"

(

f%:a6U!

*试管为致远

牌真空采血管$无添加剂管#氟化钠草酸钾管#分离胶促凝

剂管%*

$8'

!

研究方法
!

试验分
%F

完成#每天检测
6#

份标本#早晨

U

!

##

开始抽血*第
6

天每份标本抽取静脉血
".S

#各分成
$

管于无添加剂真空管中#并分别标明室温(冰箱(水浴箱#

$#

.EC

后分别进行离心#吸取室温标本血清
6"#

$

S

进行检测#作

为即时检测#并做好记录#其余两组分别放置冰箱和水浴箱保

存*于
%8"@

(

"@

后分别对
$

组标本进行检测#并做好记录*

第
%

天#每份标本抽两管分别置于氟化钠草酸钾抗凝管和分离

胶促凝剂管中#于
$#.EC

后分别离心检测#放置室温
%8"@

和

"@

后再分别检测#做好记录#每次吸完样本后均加盖保存*

$81

!

实验室质控
!

质控品采用上海市临检中心提供的
R<DK)

.>CW;0,?<A

高 值 和 低 值 两 个 质 控 品*批 号!

V9#""6%

(

V9#""6$

*

$8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配对样本
F

检验*

/

!

结
!!

果

/8$

!

$

种温度条件不同时间保存血糖标本检测结果
!

无添加

剂真空管中的血糖标本置室温和水浴箱
%8"@

和
"@

后血糖检

测与即时检测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其中室

温标本
%8"@

和
"@

检测血糖值分别下降
98#[

和
658$[

*水

浴箱存放标本
%8"@

和
"@

后血糖分别下降
6#89[

和
698U[

*

而冰箱存放标本
%8"@

后与即时检测血糖值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K

(

#8#"

%*但
"@

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

血糖值下降
58U[

#见表
6

*

表
6

!

$

种温度条件不同时间保存血糖

!

标本检测结果%

..;,

(

S

&

标本号 即时
%8"@

室温 水浴箱 冰箱

"@

室温 水浴箱 冰箱

6 58(( 586U 58"5 58U5 $8($ $8(# 58U5

% "8#$ 58U( 585U "8#! 58"U 586# "8#"

$ !85" "8(6 "8(( !8%5 "8!$ "8!$ "8!(

5 "8%# 58U6 589# "8%% 58$( 58"! 58"#

" 58%6 $8U% $8U6 58%% $8$ $8"6 586!

! 5869 58#5 $8U# 5869 $8!( $8"( 5865

9 58$9 $8(! 58#! 58%( $8$5 $8(" 58%#

U "8#9 589$ 5855 "8#5 58$$ 58#% 58U9

( U8U$ U859 98U! U89! U8#! 98$! U8$9

6# 58U5 58!" $8U# 58U" 58$# $8#U 589U

表
%

!

两种真空管中不同时间保存血糖标本检测结果%

..;,

(

S

&

标本号
即时

氟化钠草酸钾管 分离胶促凝剂管

%8"@

氟化钠草酸钾管 分离胶促凝剂管

"@

氟化钠草酸钾管 分离胶促凝剂管

6 "8!! "89$ "89% "89# "8!# "8!$

% 58(# "8#6 58(6 58(U 58U9 58U(

$ "869 58(5 "86% "8#! "8#% "8%#

5 585U 58$! 5855 585% 58"5 585#

" "86$ "86" "8%# "869 "8#U "8#!

! "8$% "8%6 "8%" "8$$ "8%9 "8%"

9 "8%6 "8%5 "86% "86( "86# "86$

U 589U 58U% 589! 58!U 58U! 58U6

( 58U6 589U 58(% 58U" 589$ 58U$

6# !8"$ !8!# !855 !8!9 !855 !8"!

/8/

!

两种真空管中不同时间保存血糖标本检测结果
!

即时检

测的两种真空管中的标本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

%8"@

和
"@

后血糖检测值与即时检测组同类试管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

(

#8#"

%#见表
%

*

'

!

讨
!!

论

糖是人体内最主要的供能物质#人体内所需的
"#[

"

9#[

的能量来自糖的氧化分解.

6

/

*血糖主要指血液中的葡萄

糖#健康人血糖浓度相对恒定在一个较窄范围内#这是因为受

神经系统和体内激素对血糖的综合调节作用#使血糖的来源和

去路保持动态平衡的结果.

%

/

*当这些调节失去原有的相对平

衡时#则出现低血糖和高血糖*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基本生化

特点的糖(脂肪(蛋白质(水电解质代谢紊乱的一组临床综合

征*目前#随着糖尿病患者的逐年增加#血糖检测正越来越受

到广大群众的重视*实验室人员了解血糖标本合适的保存条

件有利于保证血糖检测结果的准确和可靠*从以上试验可知#

离体后的血液标本#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血糖检测结果有很大的

差异*特别是在无添加剂的真空采血管中#放在不同时间(温

度下对血糖检测结果影响很大*这是因为葡萄糖因白细胞的

降解作用(红细胞的消耗能量和细菌的污染而分解#使血糖浓

度降低.

%

/

*表
6

中显示#置于无添加剂真空采血管中的标本#

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其血糖浓度逐渐降低*目前有文献记

载#标本置室温中#全血中的葡萄糖被分解代谢#大约每小时降

低
"[

.

$

/

*也有报道#由于细胞对葡萄糖的酵解作用#致使血

糖浓度降低#健康人平均每小时下降
9[

#放置
$@

结果会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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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改变.

5

/

*但本次试验#室温下
%8"@

只下降
9[

#

"@

下降

658$[

#与目前报道有较大差异*分析室温中全血标本糖酵解

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实验操作方法的不同#本实验在第
6

次检测前就将标本离心#使得血清与血细胞即时处于相对分离

状态$上面为血清#下面为血细胞%*这样就减少了血细胞对葡

萄糖的酵解作用#使葡萄糖浓度下降速率减低*另外#据报道

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以前生化试验中#医院都是采用注射器抽血

再打到玻璃试管中#玻璃试管清洗后重复使用#而真空采血管

是由正规厂家提供#可直接使用#且为一次性使用*相对于以

前普通试管#不需清洗而且真空负压状态下细菌污染减少使血

糖降解率下降.

"

/

*从试验可以看出#温度与血糖浓度变化甚为

密切#随着温度的升高#血糖浓度下降明显增快*这是因为随

着温度的升高#加速细胞内酶向血清中释放#其活性也增强#对

葡萄糖的酵解速度增快#使血糖浓度下降*

以上试验表明#因为标本保存因素#未将血清与血细胞即

时分离的标本#由于细胞对葡萄糖不停地分解代谢#对血糖浓

度的检测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处于临界值的标本容易造

成临床对患者的漏诊*因此实验室人员不仅应该了解标本因

素对血糖检测的影响#而且还必须熟悉采取何种方法来避免这

些因素的干扰*为了保证血糖检测结果的准确和可靠#原则上

必须对采集完的标本即时离心#并即时将血清与血细胞分离*

有学者建议#分离血清或血浆的时间最好不晚于标本采集后
6

@

.

$

/

*但实验室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大医院的检验科由于标本

量比较多#往往不能即时分离血清#而一些小医院的检验室由

于标本量比较少#往往需要等到一定数量后进行处理*从表
6

冰箱组可以看出#冷藏可以短时间内保存标本#置冰箱
%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但
"@

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标本冷藏在抑制糖酵解的同时#

Y>

_

)g

_

)*:&

酶平衡被打破#

造成红细胞内钾快速渗透到血清中#使得血清中钾离子显著增

高.

%

/

*从表
%

可以看出专门用于葡萄糖检测的氟化钠"草酸钾

抗凝管#

%8"@

和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

(

#8#"

%*据李广

权(周东且等报道的氟化钠抗凝剂由于抑制的不是糖酵解限速

酶#因此抑制糖酵解的速度慢(效果差*氟化钠和草酸钾联用

抗凝剂能抑制糖酵解限速酶444丙酮酸激酶*采血
6@

即有

效阻止乳酸形成#且可减少氟化钠的用量#减轻溶血的程度.

!

/

*

但氟化钠(草酸钾抗凝管仅限于对血糖的检测#不适用于其他

化学特别是酶类的检测.

%

/

*目前#很多实验室开始采用含有分

离胶和促凝剂的真空采血管做化学检测*由于真空管内添加

的分离胶(促凝剂#均采用惰性物质#其物理(化学性质稳定#一

些化学检测都适用#促凝剂能使血液尽快凝固#便于离心分离

血清#因为分离胶的比重介于血细胞和血清之间#离心后的标

本(血清和血细胞被分离胶隔离#防止血细胞与血清之间物质

交换#从而避免细胞内酶对葡萄糖酵解*血糖标本在分离胶管

中#

$F

内稳定性良好.

9

/

*本次试验#葡萄糖在分离胶真空抗

凝管中
%8"@

和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随着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细胞内酶对葡萄

糖酵解增快(增多使血糖浓度下降#影响血糖的检测*因此#实

验室为了确保血糖检测结果的可靠#避免各种因素对血糖标本

的影响#作者认为#对于实验室能及时进行测定的血糖标本可

以采用一般的无添加剂真空采血管*对于单做血糖测定的标

本#可以采用氟化钠草酸钾真空抗凝管*对于那些做的项目比

较多而且较复杂时#可以采用分离胶促凝剂管#并即时进行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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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二级医院选择梅毒血清学检查方法的探讨

任保艳"云南省马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9##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二级医院梅毒血清学检查的实用方法$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作为常规筛选方

法!夜间急诊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f4T:

#和苍白螺旋体"

:&

#金标法联合检测筛选!阳性者用梅毒螺旋体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作确证试验$结果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ZT*

#阳性结果与
:&&*

法相符!

:f4T:

出

现假阳性和假阴性各
6

例!

:&

金标法出现假阴性
6

例$结论
!

在二级医院梅毒筛查中首选
'SZT*

法!对夜间急诊

用
:&

金标法与
:f4T:

法联合检测!用
:&&*

作确证试验!可减少漏诊或误诊$尽管血清学检查很重要!但不是

诊断梅毒的惟一依据!检查结果还要结合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及抗梅毒治疗等情况综合分析!才能作出判断$

"关键词#

!

梅毒'

!

苍白螺旋体'

!

血清学实验'

!

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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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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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

?A<

/

;C<.>

/

>,,EF0.

#

:&

%感染引起

的一种慢性全身性性传播疾病#主要经性接触(母婴垂直传播(

输血及其他密切接触传播*梅毒的诊断依靠流行病学史(临床

症状和体征及实验室诊断
$

方面信息#其中实验室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它不仅是诊断梅毒必不可少的方法#也是判断疗效和

复发的重要依据*实验诊断的方法很多#大致可分为病原体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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