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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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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比较血清样本&不同抗凝血浆在常规生化项目检测中的结果差异$方法
!

对
!$

例体检者的
!

种不同血液样本"血清&肝素锂血浆&枸橼酸钠血浆&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6Y

%

#血浆&

(WX

血浆#在相同测量条

件下测定
"!

项生化指标$结果
!

与血清组比较*肝素锂血浆组碱性磷酸酶"

-/2

#&清蛋白"

-/)

#&总胆固醇"

?3

#&

三酰甘油"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3

#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1?

#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

.+?-6Y

%

血浆组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3

#&肌酐"

3E

#!

!6

羟甲基糖
!

"

(WX

#血浆组除
/+(63

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

#!其余各抗凝血浆组生化项目的检

测结果均与血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结论
!

不同的血液标本对常规生化项目的检测几乎都具有显著

性的差异!应根据
[(b

建议选用适宜的标本类型进行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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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检验试剂的商品化#检验仪器的自动化#临床

检验的速度显著加快#为了节省时间#绝大多数的生化科室都

是一律采用血清标本进行常规生化检查+但在
%$$%

年
[(b

文件0实验室检查中抗凝剂的使用1中列举了血标本
:"&

项指

标#将血标本分为了推荐,可用,限制性使用和不宜使用
7

类+

究竟各种血液标本对常规生化项目的检测有着怎样的影响#是

否需要将不同的项目严格按照
[(b

规定采集为不同的血液

标本而进行繁琐的分别检查#不同的血浆标本与血清标本检测

结果之间有没有差别3 国内外报道说法不一)

"6:

*

+本文采用
!

种不同的血液标本检测肝功,肾功,血脂共
"!

项常规生化项

目#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
%$$#

!

%$$'

年本院健康体检志愿

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8/

!

仪器和试剂
!

仪器使用日本东芝
-a657$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及配套试剂(添加了肝素锂,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6

Y

%

%,枸橼酸钠,

!6

羟甲基糖
#

$

(WX

%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及

无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均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

$8'

!

方法

$8'8$

!

样本采集和处理
!

抽取体检者清晨空腹静脉血各
:

K/

于无抗凝剂的采血管和分别添加抗凝剂肝素锂,

.+?-6

Y

%

,枸橼酸钠,

(WX

的采血管中+对于抗凝管的血样#采血后

将采血管颠倒混匀
"$

次#以便充分抗凝#以
7$$$E

"

KIB

离心

:KIB

#分离出血浆备用+没有抗凝剂的血样#在
:&`

恒温水

浴中放置
%$KIB

后#以
7$$$E

"

KIB

离心
:KIB

#分离出血清

备用+

$8'8/

!

样本检测
!

将血清和不同抗凝剂的血浆样本在相同的

条件下同时置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包括肝功,肾功,血

脂共
"!

项临床常规生化项目的检查#具体检测项目为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1?

%,碱性磷酸

酶$

-/2

%,谷氨酰基转移酶$

;;?

%,总蛋白$

?2

%,清蛋白

$

-/)

%,总胆红素$

?)0/

%,直接胆红素$

+)0/

%,总胆固醇

$

?3

%,三酰甘油$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3

%,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63

%,尿酸$

a-

%,尿素$

aEDG

%,肌酐$

3E

%+

$8'8'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以
:\?

表示#采用
1211"$8$

统计

学软件进行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

/

!

结
!!

果

与血清组比较#肝素锂血浆组
-/?

,

;;?

,

?2

,

?)0/

,

+)0/

,

/+(63

,

a-

,

aEDG

,

3E

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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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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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C

#

$8$!

%+枸橼酸钠血浆组
"!

项生化检查项目

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其中
-/2

,

?2

,

/+(63

,

a-

等项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

.+?-6Y

%

血浆组

除
(+/63

,

3E

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

%#其余

":

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

(WX

血浆组除
/+/63

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
"7

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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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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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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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血清组比较#

"

C

#

$8$!

(

""

C

#

$8$"

+

'

!

讨
!!

论

作为临床实验室中检测项目最多,最广泛的临床生化检

验#长期以来首选血清作为生化检测项目的样本#肝素锂作为

目前生化检验认可的可使用的抗凝剂#仅用极少数的检测项目

中#如血气分析+但有文献表明血浆成分比血清能更好地反映

患者的病理状态)

7

*

#使用抗凝剂能避免待测成分的改变)

!

*

#

%$$%

年
[(b

文件0实验室检查中抗凝剂的使用1中也指出应

首选血浆用于部分实验室检查+本研究比较血清样本与肝素

血浆样本检测结果#发现
"!

项生化项目的检验结果中#有
5

项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其中
-1?

的检

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该项检测数据与

%$$&

年程涌江和冯敛)

5

*报道结果基本相符+由于血清经过凝

固#纤维蛋白原,凝血因子和少量参与血凝的其他血浆蛋白质

被消耗#并且凝固过程中可能对血细胞产生挤压#使细胞内的

物质释放出来#还增添了少量血凝时由血小板释放出来的物

质#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由于纤维蛋白原的影响#血浆中
?2

比血清高+而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其余项目的差异#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凝血过程灵活复杂#参与的物质繁杂#血清

样本与血浆样本存在很大的区别#所以直接选用血清样本做全

套生化项目的检测存在一定的问题#生化检验项目所选择血液

样本应尽可能地使离体的血液成分接近在体状态+

本研究发现#

.+?-6Y

%

血浆组
(+/63

,

3E

的检测结果和

(WX

血浆组
/+(63

的检测结果与血清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C

$

$8$!

%#其余各种抗凝血浆组对这些常规生化项目的

检测结果与血清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这其

中的原因除了不同的抗凝剂可能对检测的反应有不同的干扰

外#各种抗凝剂的抗凝原理也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肝素是通

过与抗凝血酶结合#加强抗凝血酶
(

灭活丝氨酸蛋白酶的作

用#从而阻止凝血酶的形成#并有阻止血小板聚集等多种抗凝

作用(而
.+?-

盐和枸橼酸盐能与血液中钙离子结合形成螯

合物#而使钙离子失去凝血作用#从而阻止血液凝固(草酸盐是

通过溶解后解离的草酸根与标本中的钙离子形成草酸钙沉淀#

使钙离子失去凝血功能#从而阻止血液凝固+从原理可以得

知#肝素与其余
:

种抗凝剂的抗凝机制完全不同#而其余
:

种

都是因为使钙离子失去凝血功能而导致凝血#而在此过程中会

形成螯合物或沉淀#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基于光电比色法原

理进行工作的#故这些物质会对检测进行干扰#从而导致结果

的不准确+

%$$&

年徐革和刘洪学)

&

*报道枸橼酸钠对
-/?

,

-1?

,

;;?

活性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此次实验结果与其结论

亦相符+在此次试验中#

.+?-6Y

%

血浆
-/2

的检测值明显低

于其他各组的测定值#呈现明显的抑制状态#甚至有个别检测

值为零#这主要是因为
-/2

检测中的中间产物对硝基苯酚需

要在碱性溶液中转变为醌式结构#呈现较深的黄色而进行比色

分析#而
.+?-

在抗凝过程中产生了氢离子#而使溶液成中性

甚至酸性#故检测受到抑制+

综上所述#在血液标本的检测中#无论是抗凝还是不抗凝#

都会给检验结果带来影响#并导致误差+故本研究建议临床生

化室在考虑自身的条件下尽可能的按照
[(b

规定进行检测#

以期获得更准确的实验结果+当然#也期望在未来能够找到一

种更好的血液标本类型#既安全可靠#又价廉#最重要的是能够

适合各种项目的检查#以满足现在实验室庞大工作任务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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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A

%混合感染率为
"8'!9

#$

,;V3?

%混合感染率为
$9

#

$

aAV,;V3?

%混合感染率为
$8'#9

#$

aAV3?

%的混合感染

率最高(男性$

aAV3?

%混合感染率为
""8#!9

#$

,;VaA

%混

合感染率为
%8'59

#$

,;V3?

%混合感染率为
%8%%9

#$

aAV

,;V3?

%混合感染率为
$8&79

#女性和男性的混合感染率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Z7"8"!

#

C

#

$8$!

%+

/8'

!

总感染率
!

女性总感染率为
558:79

#男性为
7%8%%9

#

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81

!

女性和男性同时做
:$

例阴性对照#结果显示#女性阴性

对照中有
%

例检测出来为
aA

阳性#而男性无阳性检出+

表
"

!

Xe6234

检测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患者
aA

+

,;

和
3?

感染情况

检测项目
aA ,; 3? aAV3? ,;VaA ,;V3? ,;V3?VaA

阴性对照 合计

女性阳性$

'

%

"$# : : "5 7 $ % %

$

aA

%

":5

女性阳性率$

9

%

!%85# "875 "875 &8#$ "8'! $ $8'# 5855 558:7

男性阳性$

'

%

%$ "7 ": : : : " $ !&

男性阳性率$

9

%

"78#" "$8:& '85: ""8#! %8'5 %8%% $8&7 $ 7%8%%

'

!

讨
!!

论

'8$

!

本研究资料显示女性感染率以
aA

为最高#此种结果符

合国内外报道)

76!

*

+

3?

和
aA

感染是导致女性不孕的重要因

素之一)

5

*

#本资料中#检查出
aA

阳性的病例中
'$9

都是育龄

妇女#因此建议对不孕不育女性应将生殖道
3?

和
aA

检查作

为常规检查+

'8/

!

aA

可引起黏膜破损#除直接导致生殖道炎性反应外#还

可促进
(0*

及其他性病病原体的感染+成浩等)

&

*在研究男性

(0*

感染者中
aA

和生殖支原体的检测分析中得出治愈生殖

器溃疡对于预防
(0*

感染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结论+因此#

及时治疗
aA

能有效预防其他性病的进一步发展+

'8'

!

有研究显示男性
,;

的感染率在
,;

,

3?

和
aA

中是最

高的)

!

*

#但本研究资料中
,;

感染率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两种

病原体#甚至还没有
aA

感染率高#这可能与本地区病原体的

流行病学因素,诊断水平,采样诊疗习惯,设备和样本量等因素

有关+

本研究资料中无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的女性在检查
aA

时有
%

例为阳性#原因为
aA

为条件致病菌#

aA

阳性并不代表

就有泌尿生殖道感染#需要结合临床症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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