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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空腹静脉血标本放置时间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贾利军"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人民医院检验科
!

"6U6%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空腹静脉血标本放置时间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
!

对
9%

例住院患者采其空

腹静脉血!对同一标本分别在
$

个时间段测定生化指标$结果
!

采血后标本放置
%@

和
$@

血糖检测结果比采血后

6@

结果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采血后标本放置
$@

!氯检测结果与采血后
6@

结果比较上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8#"

#$采血后标本放置
%@

和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

#&钾&钠检测结果与
6@

采血后检测

结果相比略有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肌酐&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采血后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

#8#"

#$结论
!

同一患者血液标本在不同时间测定!其结果有差异!因此!血液标本采集后应及时送检!实验室

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及时对标本进行处理!以保证结果的准确&可靠$

"关键词#

!

空腹'

!

静脉血'

!

放置时间'

!

生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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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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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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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检验设备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已普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有了很大提高*血液生化检验#

要求血标本应尽快送往化验室#室温下放置
$#

"

5".EC

后离

心#放置时间不得超过
$@

*但在实际工作中#标本采集后常常

不能及时送检#送检后也不能及时检测*为了解空腹静脉血标

本放置时间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本科室随机对
9%

例

住院患者采血后#对同一标本间隔不同时间进行检测#对检验

结果进行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需做常规生化检验的住院患者
9%

例#采其空腹静脉血#其中内科
$(

例#外科
%U

例#妇产科
"

例)

男
56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

$8/

!

方法
!

采用
R<DK.>C

公司生产的专用体外临床诊断试

剂盒和
R<DK.>CW29

全自动生化分析#

Rb

公司无抗凝剂真空

采血管*嘱患者采血前
6F6(

!

##

后禁食(水#次日
#9

!

##

采

血*一次性抽取患者静脉血
!.S

#分
$

管放入无抗凝剂清洁

干燥试管内#第
6

管标明
#U

!

##

(第
%

管标明
#(

!

##

(第
$

管标

明
6#

!

##

#共
$

组送检验科*检验科收到标本后#按试管标记

分别于当天时间
#U

!

##

(

#(

!

##

(

6#

!

##

对上述
$

组对应标本进

行分离血清后测定血糖$

N,0

%(尿素氮$

R4Y

%(肌酐$

WA

%(钾

$

g

%(钠$

Y>

%(氯$

W,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

%(总胆红素

$

:RZS

%(直接胆红素$

bRZS

%等常规生化检验项目*室温
%5

"

%!i

*

$8'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输入
T&TT6$8#

软件包#对测定

结果进行
F

检验*

/

!

结
!!

果

9%

例住院患者血液标本放置不同时间测定结果见表
6

*

采血后标本放置
%@

和
$@N,0

检测结果比采血后
6@

结果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采血后标本放置
$@W,

检

测结果与采血后
6@

结果比较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采血后标本放置
%@

(

$@*S:

(

g

(

Y>

检测结果与采血

后
6@

检测结果比较略有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4Y

(

WA

(

:RZS

(

bRZS

采血后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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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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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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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血液标本放置不同时间测定结果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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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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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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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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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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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U

!

##

组比较#

"

K

&

#8#"

*

'

!

讨
!!

论

本次测定结果显示采血后标本放置
%@

和
$@N,0

检测结

果(

$@W,

检测结果与采血后
6@

结果比较前者明显下降#后者

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8#"

%#采血后标本放置

%

(

$@*S:

(

g

(

Y>

检测结果与采血后
6@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

虽然无统计学意义#但也有上升#说明同一时间采集的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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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放置不同的时间#结果会有不同*

N,0

指血液中葡萄糖含量*通常膳食摄入的葡萄糖在小

肠吸收主要在肝内代谢(合成及分解#再经血液送至各组织利

用贮存*

N,0

的测定是检查糖代谢紊乱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指

标*本次测定结果显示采血后标本放置
%@

和
$@N,0

检测结

果比采血后
6@

结果明显下降#分别下降
!89[

和
6"8"[

#与

资料报道一致.

6

/

*葡萄糖检测结果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葡

萄糖的酵解作用以及细胞对葡萄糖的消耗吸收能量所致.

%

/

*

在室温下#因血细胞内的糖酵解使标本中
N,0

浓度以每小时

"[

"

9[

$

#85..;,

"

S

%的速度降解#所以标本采集后应尽快

测定*若不能及时测定#就分离血清并低温保存或将血液加入

含氟化钠的抗凝瓶内#以抑制烯醇化酶防止糖酵解#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

酶在体液中含量极微#测定酶量十分困难*如果在测定活

性之前所贮的样品酶活性有了降低#无论所用的仪器如何先

进#也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由于酶对光(温度比较敏感#在适

当的条件下会失活#因而必须强调在收集样品之后应尽可能快

速测试酶活性#多数血清酶以较高浓度存在于红细胞(白细胞

或血小板中*因此分离血清时应注意避免溶血*本次测定

*S:

采血后标本虽然放置
%

(

$@

与
6@

检测结果比较略有上

升#但无统计学意义*但有资料报道#在室温下
*S:

放置
U@

就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K

&

#8#"

%#保存时间越长#酶类测定结

果越不准确.

$

/

*酶对标本放置时间要求特别高#所以采血后越

早检测越好*

在健康人的细胞里面和外面的液体中#含有许多电解质#

主要有
g

(

Y>

(

W,

等#它们具有维持人的体液的渗透压#调节酸

碱平衡以及保持神经与肌肉兴奋性等功能#与人的生命活动密

切相关*它们在血液中的浓度过高或过低#都将引起人体病理

改变*由于这些物质的排泄和调节与肾脏有密切关系#因此在

肾脏疾病时#临床往往在检查肾功能的同时检查血液中的电解

质来作为诊断和治疗上的参考*准确测定血液中的
g

(

Y>

(

W,

含量有重要意义*红细胞内的
g

_ 比血清内的含量高约
%#

倍#因此#血清不能有溶血#否则会导致很大的误差*采血后趁

血液未凝固之前#离心将红细胞除掉#待血浆凝固#分离血清*

本次结果采血后标本放置
%@

和
$@

#

g

(

Y>

检测结果较
6@

上

升#可能由于
*:&

产生障碍或细胞膜通透性增加#出现细胞

内外离子异常转移#细胞外
Y>

_会慢慢渗入细胞内而致测定

结果降低.

5

/

*血标本放置
$@

氯化物比
6@

结果有上升#可能

由于血液内二氧化碳逸散致血液变碱#氯离子由细胞内移到血

浆内#使含量增高.

6

/

*

本次采血后
%@

和
$@R4Y

(

WA

(

:RZS

(

bRZS

检测结果与

采血后
6@

检测结果无明显差异*但马丽旭.

"

/报道标本放置
%

F

后#

:RZS

(

bRZS

与第
6

天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

:RZS

随着存放时间延长检测结果降低#可能是由于

随时间的延长见光易发生降解及活力的不稳定所致*在
bRZS

测定中则存在升高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存在非肉眼可见的溶血

对
bRZS

反应的干扰作用所致.

5

/

*

R4Y

是蛋白质代谢的终末

产物#

WA

是肌酸的代谢产物#均由肾脏排泄*当肾功能障碍

时#这些物质排泄减少#导致它们在血中浓度升高#所以测定血

R4Y

和
WA

浓度可了解肾功能损害的程度*本组检测结果#标

本放置
%@

和
$@WA

(

R4Y

检测结果与采血后
6@

结果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

(

#8#"

%#可能是
WA

(

R4Y

受外界因素影

响较小#所以变化不大*

综上所述#同一患者血液标本在不同时间测定#其结果有

差异#可误导临床诊断结果*因此#血液标本采集后应及时送

检#实验室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及时对标本进行处理#以保证

结果的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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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分级检验在肾脏生化检验中的应用$方法
!

对
%((

例标本进行分级检验及传统的拉网式

检验!检验项目包括尿素氮"

R4Y

#&血肌酐"

TDA

#&胱抑素
W

"

W

-

1W

#$结果
!

在
%((

例病例中共有
%(9

例病例与传统

拉网式检验结果及临床相符$结论
!

分级检验在肾脏生化检测中与传统的拉网式检验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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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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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验医学的快速发展#实验室为临床提供的诊断项目

越来越多#为了达到满意的临床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各实验

室根据诊断目的#通过多项检查形成检验组合项目#有效地提

高了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而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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