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输血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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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信息
!

广泛阅读#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充分利用

现代设备$如网络%及时了解和掌握自身输血的现状和动态.

如!免疫疗法+细胞移植+基因治疗等.

'42

!

督促加强自身输血
!

将开展自身输血列入医务工作者的

考核内容#与工资+奖金挂钩并作为晋升+提拔的依据.

'4)

!

广开渠道#增加投入
!

争取政府部门的重视#增加投资.

以保证自身输血设备的齐全和人力资源的培训经费.

'4.

!

操作简单+自动化
!

研制和批量生产自身输血的仪器#使

操作简单+自动化(仪器设备和耗材便宜化(售后服务及时正规

化.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自身输血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输血方式#是

减少输血相关并发症最安全的输血方式#是节流血源或创伤出

血患者救治的重要措施.只要不断学习和总结#争取资金的投

入#把储存式自身输血先开展起来#逐步实施保存式自身输血+

稀释式自身输血+回收式自身输血.

参考文献

,

1

- 胡凤娟
4

自身输血的研究进展,

[

-

4

吉林医学#

(**0

#

(6

$

1)

%!

11)*#11)(4

,

(

- 徐芳#倪波#孙韵#等
4

如何实现科学合理用血的几点看法

,

[

-

4

中国输血杂志#

(**6

#

()

$

6

%!

.)64

$收稿日期!

(*1*#1(#1/

%

溶血对生化检验项目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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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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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就
fA

H

F

J

B"&U'**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常规
1(

项生化检测项目溶血前后进行检测#就溶血干扰的机制+溶血

原因+溶血对常用生化指标测定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等问题进

行探讨#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4$

标本来源
!

标本为常规生化检测的
/*

份血液标本#且血

清无肉眼可见的黄疸+乳糜及溶血.

$4/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fA

H

F

J

B"&U'**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由日本
fA

H

F

J

B"

光学株式会社生产.由四川省迈克公司提

供#同一标本用同一批号的试剂进行检测.

$4'

!

方法
!

用上述
/*

份血清标本#溶血前分别检测如下项

目!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7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7

%+碱性磷酸酶$

&,S

%+

;

#

谷氨酰转移酶$

WW7

%+总胆红素

$

7ON,

%+总蛋白$

7S

%+清蛋白$

&,O

%+尿素$

U3-&

%+肌酐

$

2E

%+尿酸$

U&

%+乳酸脱氢酶$

,$Z

%+肌酸激酶$

2e

%等
1(

项

生化项目.然后模拟临床上常规的溶血现象用竹签轻轻将试

管中的血块搅拌捣碎#使其离心后呈肉眼可见的红色$血红蛋

白大于
5

>

"

,

%即为溶血#再将溶血后的标本按溶血前的方法

上机重新测定以上
1(

项生化项目.要求溶血后的检测间隔时

间在
1@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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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采用配对
:

检验.

/

!

结
!!

果

/4$

!

1(

项生化指标在溶血前的测定结果
!

见表
1

.

表
1

!

溶血前
1(

项生化指标的测定结果

标本号
&,7

$

U

"

,

%

&+7

$

U

"

,

%

&,S

$

U

"

,

%

WW7

$

U

"

,

%

7S

$

>

"

,

%

&,O

$

>

"

,

%

7ON,

$

(

F8A

"

,

%

2E

$

(

F8A

"

,

%

U&

$

(

F8A

"

,

%

U3-&

$

FF8A

"

,

%

2e

$

U

"

,

%

,$Z

$

U

"

,

%

1 1/ )( 6* 10 /.45 '(4* 164. .*4( 1.5 '4/ '6. 156

( )* ). 11' (/ /646 ''40 1641 0141 (5( /4* 0( 1'5

) '1 5' 1'6 1*. /)4* )04) 64) /54( (*. 540 06 1.)

' 5* )6 1'' 1'( /64( )64) (.4( 5)4' ()( '4. (. ()0

5 6' (0' 6' 00 5540 '*4' '4' 0'4' ('( 14( .1 ))/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 0 (6 1'6 1* /*4* )04. /40 ..46 ((. 140 '* 10'

50 16 (1 55 1( //4) '(4* '(41 0'4' (05 '4. 60 15(

56 )* '0 1)1 )1 5640 '14. 04) ')4/ (') )41 1)* 1)(

/* 1) )1 1.. (5 //4. '1 /40 /5 (55 (45 .' )56

!!

注!55表示
/

!

5/

号标本结果省略.

表
(

!

溶血后
1(

项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标本号
&,7

$

U

"

,

%

&+7

$

U

"

,

%

&,S

$

U

"

,

%

WW7

$

U

"

,

%

7S

$

>

"

,

%

&,O

$

>

"

,

%

7ON,

$

(

F8A

"

,

%

2E

$

(

F8A

"

,

%

U&

$

(

F8A

"

,

%

U3-&

$

FF8A

"

,

%

2e

$

U

"

,

%

,$Z

$

U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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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溶血后
1(

项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标本号
&,7

$

U

"

,

%

&+7

$

U

"

,

%

&,S

$

U

"

,

%

WW7

$

U

"

,

%

7S

$

>

"

,

%

&,O

$

>

"

,

%

7ON,

$

(

F8A

"

,

%

2E

$

(

F8A

"

,

%

U&

$

(

F8A

"

,

%

U3-&

$

FF8A

"

,

%

2e

$

U

"

,

%

,$Z

$

U

"

,

%

) '1 5/ 1'6 1*5 /)4( )645 64* /(4' (*( /4( 06 ()1

' 5( 5* 1'1 1)6 .*45 '(4/ (.4* '.4/ (1/ '40 '' 5*5

5 6/ (6( 1)/ 0/ 5/45 '*4. 54) .*45 ((0 14( .. '*.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 ' '( 1'. ' /)45 )641 1(4. .(40 100 140 /. '/6

50 1. (6 5) / /041 '146 ')41 .14* (/. '4. 11' )..

56 (6 6. 1(1 (( /541 '140 1'4) (640 106 (40 10( '6)

/* 1' 50 1/' 1' .*46 '14( 1140 5(4) (1' (4( 1(1 0)'

!!

注!55表示
/

!

5/

号标本结果省略.

/4/

!

1(

项生化指标在溶血后的测定结果
!

见表
(

.

'

!

讨
!!

论

由表
1

+

(

可见#溶血后非常显著升高的有
,$Z

#升高

6/4)V

#

&+7

升 高
)541V

#

2e

升 高
1)4'V

#

7ON,

升 高

(*4.V

#溶血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溶血后非

常显著降低的有
&,O

#降低
1'4(V

#

WW7

降低
1)4)V

#

U&

降

低
1)41V

#

23-&

降低
64/V

#溶血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4*1

%.

&,7

+

&,S

+

7S

与
U3-&

溶血前+后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4*5

%.

由此可见#溶血是临床生化检验中最常见的一种干扰和影

响因素#常见的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等血细胞破坏所释放的

某些细胞内成分干扰或影响临床生化指标的测定.如果白细

胞中某一分析物浓度极大地高于血浆#则溶血无凝血会导致血

浆中该成分浓度增高#使测定结果高于真实值.

标本溶血影响生化检验的主要原因有!$

1

%红细胞内外液

的浓度差.红细胞内浓度比血浆中浓度明显高的物质有!

&+7

+

,$Z

+

e

c

+

2e

等.$

(

%标本溶血#细胞内外液之间的各

种反应#影响检测结果,

1

-

.所以从以上实验结果看#标本溶血

几乎影响所有生化结果#特别对
&+7

+

7ON,

+

2e

+

,$Z

等项目

的影响尤其严重.生化检验结果是否能真实反映患者血清中

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要.所以在溶血标本报告单上要注明标本

的溶血情况$如轻度+中度还是重度%#供临床医生参考#必要时

可重新采集标本复检.

溶血又可分为体外溶血和体内溶血.体外溶血可由物理

因素$如机械性破坏+冰冻等%+化学因素$如标本接触表面活性

剂%和代谢性因素$如遗传病引起的血细胞脆性增加%引起.体

内溶血可由物理因素$如人工心脏瓣膜%+生物因素$如恶性疾

病%和药物毒性反应因素引起.体外和体内溶血的主要区别是

体外为血浆或血清血红蛋白与
,$Z

+

e

c平行增高#而体内通

常是血浆或血清血红蛋白与
,$Z

升高#而
e

c不升高.在实

验过程中应注意各个操作环节#体外溶血是可以避免的.一方

面通过样品制备技术的标准化加以克服(另一方面可以从方法

学上克服和减少溶血的干扰.属于参与其分析化学反应的溶

血干扰其惟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改变所有试剂的类型#改进试剂

组配,

(

-

.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溶血的发生#必须注意!在采血过程中

采血器具包括注射器+针头+试管保持清洁和干净#注射器针头

不能用乙醇消毒#因乙醇可致溶血.压脉带不可扎得过紧和过

久$不超过
)*"

%#抽完血将血液注入试管时一定要取下针头#

并且注入时速度不宜过快#以免血泡过多引起血细胞破裂#再

者抽血时尽量抽大血管#有时扎在血管壁时#也会引起溶血.

血液不可存放于冰箱冷冻室#避免融化后引起溶血.血液放置

时间不宜过长#防止消毒液或其他物质滴入标本#溶血将影响

检验结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溶血标本应要求重新采集#

以便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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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糖尿病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迅猛增加之势.在糖

尿病患者中#肾脏病的发病率为
/45V

!

'(4*V

#糖尿病已成

为西方国家终末期肾脏病$

-+3$

%的最主要原因.鉴于糖尿病

并发慢性肾脏病的诊治缺乏统一的认识#美国肾脏病基金会制

定了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临床实践指南,

1

-

#统一了糖尿病领域

的一些认识.该指南是第一个针对糖尿病并发慢性肾脏病的

指南.指南建议将由糖尿病导致的慢性肾脏疾病命名为糖尿

病肾脏疾病$

$e$

%#以取代目前使用的糖尿病肾病$

$%

%的名

称.指南也就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的筛查+诊断及多途径干预

治疗作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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