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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抗凝样本颠倒混匀次数对血常规测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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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静脉血抗凝样本颠倒混匀次数对血常规测定的影响$方法
!

$*

例接受体检健康者静脉

血经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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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剂抗凝!颠倒混匀
-

次&

*

次&

5

次&

'&

次!采用
VS]4*-'(]

型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进行全血细胞分析$结果
!

颠倒混匀
5

次以上!中间细胞百分比"

VYT

#&血小板计数"

#06

#&血小板体积

分布宽度"

#T`

#&血小板平均体积"

V#!

#与颠倒混匀
-

次血细胞分析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为保证血常

规测定结果的准确性!静脉血抗凝样本颠倒混匀
-

!

*

次以减少实验误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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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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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血细胞分析已普遍应用于检验医学领域#与传统手工

细胞计数相比#它使血细胞检测更快捷*更方便#精密度高#准

确性好+

'4&

,

)但是#大多数医院静脉血样采集与静脉血抗凝均

由临床护理人员完成#在静脉血抗凝操作过程中#经咨询操作

者颠倒混匀次数不等#这样造成了次数少起不到抗凝效果#次

数多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有影响)就此#本文分别对不同的颠

倒混匀次数静脉抗凝血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样本来源
!

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

岁)

$+/

!

仪器及试剂
!

日本生产的
VS]4*-'(]

型三分类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溶血剂*稀释液*清洗液均为上海东湖生物医

学有限公司提供)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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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真空采

血管为湖北金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

!

方法
!

采集
&+%H0

静脉血于
ST634]

&

真空采血管内#

分别颠倒混匀
-

次*

*

次*

5

次*

'&

次#于室温下$

'(

!

&.U

&分

别通过
VS]4*-'(]

型三分类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常

规测定)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O#OO'-+%

统计学软件进行
!

检验统

计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颠倒混匀
-

次*

*

次静脉抗凝血血常规各项参数的测定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颠倒混匀
5

次与颠倒混匀
-

次相比#则血小板计数$

#06

&$

"

&

%+%.

&*血小板体积分布宽

度$

#T`

&$

"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血常规参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颠倒混匀
'&

次与颠倒混匀
-

次相比#则中间细胞百分比$

VYT

&$

"

&

%+%.

&*

#06

$

"

&

%+%'

&*

#T`

$

"

&

%+%'

&三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血

常规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静脉抗凝血不同颠倒混匀次数血常规各项参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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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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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抗凝血不同颠倒混匀次数血常规各项参数的比较%

H,A

&

(2$*

(

颠倒次数
XSb6

$

1

&

VYT

$

1

&

#06

$

e'%

5

"

0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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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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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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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aI

为红细胞计数#

`aI

为白细胞#

Z@

为血红蛋白#

ZE=

为红细胞压积#

0fV

为淋巴细胞#

XSb6

为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V#!

为血小板

平均体积)

'

!

讨
!!

论

全血血细胞分析在临床上作为各种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观

察已普遍为常规检验#对人体健康的评估#对血液系统疾病的

判别有广泛*深刻的意义+

-4$

,

)因此#血细胞分析的可靠性直接

影响临床医生对病情的判断)然而#血细胞分析在实验前*实

验中*实验后的质量控制决定了其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其中实

验前阶段中离体血液与抗凝剂颠倒混匀次数又是一个不引起

人注意的重要环节)由表
'

可见#离体血液与抗凝剂颠倒混匀

5

次以上#

#06

*

#T`

显著升高#颠倒混匀
'&

次以上#

VYT

*

V#!

明显升高)

VYT

升高可能是由于颠倒混匀次数增加#则增加了血液

有形成分之间的挤压#从而改变了白细胞体积的大小#而
VYT

在白细胞分类中所占比例最小#因此受到的影响也就最大)颠

倒混匀次数增多#导致
#06

升高可能是由于微量溶血而产生

红细胞碎片#碎片的体积在
&%

!

-%D0

者会落入血小板计数

中+

.

,

#则增加了
#06

参数)

V#!

升高#可能是由于颠倒混匀

增加#使血液有形成分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磨擦发热及放电现

象#从而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及其产生不同的代谢产物#使血液

渗透压发生了微弱的变化#血小板体积最小#因而
V#!

参数

变化相对明显)

#T`

是仪器测量一定数量血小板体积后计算

所得外周血血小板体积大小异质性参数#

#T`

降低见于反应

性血小板增多症+

*

,

)而本文颠倒混匀次数增多致使
#T`

参

数降低并非受检者的血液变化所致#而是实验操作者颠倒混匀

次数过多而导致的实验误差#本文认为可能是血液有形成分的

外力机械碰撞而破碎的0微粒1比较均匀#因而降低了外周血血

小板大小的异质性)

离体血液与抗凝剂颠倒混匀
-

次*

*

次进行血常规测定#

各项血细胞参数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实验的可靠性有所保障#

因此血常规抗凝血颠倒混匀
-

!

*

次为宜#以消除由此引起的

实验前阶段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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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消除能力#这可能与它对百草枯溶液中的添加剂的吸

附力较强有关#但对百草枯的吸附能力却远次于蒙脱石散#不

同吸附剂对百草枯吸附能力的大小与吸附剂的性质有关)吸

附过程主要是离子交换#但在扩张晶格黏土上#这种吸附作用

会大大增强#这是由于百草枯的平面分子结构使其嵌入晶格层

中#从而被强库仑力所作用)蒙脱石具有扩张晶格因而其对百

草枯的吸附力极强#而白陶土具有非扩张晶格#对百草枯的吸

附力则比蒙脱石低)本研究的临床观察也显示用蒙脱石散的

患者尿中百草枯浓度较其他二者低#且有
'

例存活)期待更多

的临床资料来验证三者的临床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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