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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抽血对体检人群血糖测定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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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二次抽血对体检人群血糖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采用全自动生物化学仪检测三组体检

人群空腹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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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正常对照组!

R

组'

,

组为检测组"

R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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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同一组人群%!

3

组'

R

组人群均采集清晨空

腹静脉血!

$';AB

后采集
,

组人群空腹静脉血&结果
!

检测组头次抽血所测得血糖值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检测组二次抽血测定的血糖值与正常对照组及头次抽血所测得的血糖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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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抽血所测血糖值不能准确反映体检人群空腹血糖水平!应尽量避免&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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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前质量控制是检验系统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标本的

采集又是检验前质量控制的关键#标本采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

响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近年来国内已有众多文献

报道检验前标本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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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针对体检人

群#探讨二次抽血对其血糖测定结果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入选对象均来自本院体检中心
#'"'

年
(

月

至
#'""

年
$

月体检人群#按照研究需要分为
$

组#

3

组为正常

对照组#共
"&'

例#其中男
7)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1%#i

7%$

&岁%

R

组+

,

组为检测组#为同一组人群#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i1%7

&岁#

R

组结果为此人群头

次抽血所测血糖值#

,

组结果为此人群二次抽血所测血糖值,

$%/

!

仪器和试剂
!

仪器采用南京劳拉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O3̂Ma!)'''

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试剂使用山东潍坊三维

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葡萄糖液体双试剂$

/].!+3+

法&#标准品与质控品均使用其配套分装的朗道标准品与质控

品#各种试剂均在有效期内,

$%'

!

方法
!

3

组+

R

组受检者采血前保持平常饮食#清晨用普

通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P

#

$'''5

"

;AB

离心
"';AB

分离

血清测定%

$';AB

后采集
,

组人群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测定

血糖值,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包
4+44"*%'

进行统计处

理#计算资料以
N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求出
/

值,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三组人群血糖测定值比较见表
"

,

/%/

!

三组人群血糖测定值直方图见图
"

,

/%'

!

检测组头次抽血所测得血糖值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检测组二次抽血测定的血糖值与正常对照

组及第一次抽血所测得的血糖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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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三组人群血糖测定值比较表

组别
)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

$

Ni>

&

血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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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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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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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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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与对照组$

3

组&相比无差异$

/

%

'%'&

&%

.表示与对照

组$

3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示与前一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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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三组人群血糖测定值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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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即血液中的糖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葡萄糖,健康

成年人清晨空腹血糖浓度为
$%7

!

(%";;89

"

P

)

7

*

,正常情况

下#血糖浓度在体内各种因素调节下保持恒定#一旦出现调节

紊乱#平衡被打破#就会导致血糖水平的升高或降低,本次测

试显示#仅仅
$';AB

的间隔时间#二次抽血检测的血糖值较头

次所测值降低了
#"6

#两次所测血糖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

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首先#血糖的生理性降低#$下转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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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差异较大#但
#

种肠球菌对糖肽类表现出极高的敏感性,

表
#

!

排名前
)

位的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率%

6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

)h"11

&

肺炎克雷

伯菌$

)h#*

&

产酸克雷

伯菌$

)h#)

&

铜绿假单

胞菌$

)h"#

&

氨苄西林
7'%" 7(%$ 7#%' 7"%*

哌拉西林
1"%$ *)%" *'%1 #$%$

头孢哌酮
(%* $%* 1%$ "#%&

氨苄西林"舒巴坦
$1%1 ))%) )"%* 1*%&

头孢唑啉
*&%1 &&%( 1$%$ "''%'

头孢呋辛
*$%( ((%* *7%# "''%'

头孢他叮
)"%1 )1%# &'%' #&%'

头孢噻肟
&'%( ))%) )&%1 #7%#

头孢吡肟
$&%" $*%' )"%* "(%*

亚胺培南
"%# '%' '%' "#%&

庆大霉素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表
$

!

排名前
)

位的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率%

6

&

抗菌药物
表皮葡萄球

菌$

)h#&

&

金黄色葡萄

球菌$

)h"1

&

粪肠球菌

$

)h#"

&

屎肠球菌

$

)h"'

&

青霉素
"''%' 7)%& *"%) 7'%'

氨苄西林
` ` $1%" 7'%'

高浓度庆大霉素
"(%' ""%" 7%& *'%'

利福平
#'%' "(%* )*%( *'%'

环丙沙星
#)%' "1%* &#%) 1'%'

磷霉素
"#%' "(%* ")%) "'%'

红霉素
(1%' 1$%$ 1"%' 7'%'

呋喃妥因
"#%' ##%# "7%" *'%'

万古霉素
'%' '%' '%' '%'

替考拉宁
'%' '%' '%' '%'

头孢西丁
11%' ("%" ` `

左氧氟沙星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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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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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分离出的泌尿道感染的致病菌以革

兰阴性杆菌为主#其中大肠埃希菌占
)(%16

#低于张传颂等)

#

*

报道上海瑞金医院的
&*%(6

#但仍是泌尿道感染最常主要的致

病菌#其次为葡萄球菌属#它占所有病原菌的
"&%"6

,泌尿道

感染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感染性疾病#对泌尿道感染患

者进行致病菌及其耐药性监测#对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减少耐药

菌株的产生和及时有效控制泌尿系统感染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亚胺培南对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率为

"%#6

#这对于治疗顽固性大肠埃希菌导致的泌尿道感染具有

重要的意义#建议临床合理使用以免产生耐药,本研究结果还

表明#万古霉素对葡萄球菌属和肠球菌的敏感率为
"''6

#由

此可见#万古霉素仍是目前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和多重耐药肠

球菌引起医院感染的首选药物,磷霉素+呋喃妥因对革兰阳性

球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提示临床选择作为泌尿道阳性球菌

感染的经济用药,

参考文献

)

"

* 吴在德#吴肇汉
%

外科学)

Q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

!

(&"!(&$%

)

#

* 张传颂#韩立中#倪语星#等
%"#*&

株泌尿道感染病原菌

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7

#

"7

$

""

&!

"))*!"))7%

)

$

* 于飞#季萍
%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院
#''7

年泌尿道感染

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

*

%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

)

)

* 王怀斌
%

泌尿系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体外耐药性)

[

*

%

检

验医学与临床#

#''1

#

&

$

"

&!

"&!"(%

)

&

* 陈玉兰#李华建#张惠#等
%

泌尿系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

药性分析)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1

#

"1

$

"

&!

"$*!"$7%

)

(

* 司徒瑞儒#何卓雄
%

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的培养与药敏结

果分析)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1

&!

*&)!*&&%

$收稿日期!

#'""!'#!#*

&

$上接第
"7&1

页&

葡萄糖是体内各组织细胞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在没有食物补

充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延长#血糖浓度会逐渐下降%其次#静

脉抽血属于外来刺激#它可以激活机体的某些系统和功能#如

免疫系统+凝血功能等#加强了机体细胞活动的程度#从而进一

步加速葡萄糖的利用和消耗#也使得血糖测定值迅速下降,

血糖是体检时必查的项目之一#准确的血糖测定结果可以

为体检者及时预防+治疗糖尿病提供直接的实验室参考,而可

靠的实验室数据必须来源于正确的样本采集#本文提及的二次

抽血在日常的医疗工作中并不少见#但是因为临床医生缺乏检

验前质量控制的相关理念和知识#以及检验人员长期习惯于被

动工作#束缚于2医生开单#检验科检查3的定式中#或是认为患

者已经抽血#如果不查会招致患者非议#损害医院形象#接收样

本进行检查#致使血糖检测结果发生偏离#不能真正反映体检

人群空腹血糖水平,

因此#无论是在体检或是临床检查中#检验人员除了不断

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外#还应制订完善的标本采集指南#定期

向医护人员宣传检验前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加强检验与临床的

沟通协作#共同把好检验前质量关#保证检验的准确性#避免二

次抽血现象的发生#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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