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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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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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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普通饮食对迈瑞
\"+4...

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收集健康志愿者餐前和餐

后
$

'

!

'

7)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血液标本!用迈瑞
\"+4...

血液分析仪进行检测$结果
!

餐后
$)

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明显增高!而淋巴细胞'血细胞比容'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血红蛋白含量明显降低&餐后
!)

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仍明显增高!而淋巴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比容和平均血红蛋白含量明显降低&餐后
7)

红细胞'血红蛋白

和平均血红红蛋白含量明显降低$结论
!

普通饮食会影响血液分析仪多个参数的检测结果!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做血常规时有必要考虑空腹采血$

"关键词#

!

血细胞计数&

!

血液化学分析&

!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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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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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患者检验结果及发出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临床

实验室必须做好全程质量控制,患者的饮食是分析前影响检

测结果的重要因素#目前在生化检验中已明确其对血脂)血糖

等检测结果存在影响#但其对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如何

尚不明确,为了探讨普通饮食对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

作者对健康志愿者进餐前和进餐后
$

)

!

)

7)

的血常规结果进

行了比较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从
7.

名健康志愿者中随机抽取
$.

名男性志

愿者和
$.

名女性志愿者为实验组#年龄$

!$04.2$03#

%岁(其

他
!.

名为对照组$男)女各
$.

名%#年龄$

!$0..2$0%/

%岁,组

间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

!

仪器与试剂
!

迈瑞
\"+4...

血液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和

质控品,静脉采血管使用安徽信灵检验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乙二胺四乙酸$

O'&9+U

!

%抗凝真空采血管,

$0'

!

方法

$0'0$

!

检测系统的准备
!

实验前对检测系统的分析性能进行

有效性验证及评价#确保总不精密度变异系数$

/P

%

c

#

$

"

4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的允许误差#不准确度偏倚不超

过
$

"

!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的允许误差,分析系统

由厂家校准后#用配套的质控品做质控#在检测系统在控的状

态下检测实验标本#记录数据,

$0'0/

!

标本的采集)运送及检测
!

.3

!

4.

采集志愿者空腹静

脉血
!86

#然后嘱实验组志愿者立即进食普通早点$含包子适

量)牛奶
$

袋)鸡蛋
$

个%#并在进餐后
$

)

!

)

7)

分别采集实验

组和对照组志愿者静脉血
!86

,所有标本均常温运送到实验

室并在采血后
$)

内完成测定,

$01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Q-QQ$/0.

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以
12A

表示#数据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对照组不同时间采集标本检测结果见表
$

,结果显示对

照组餐前和餐后各项指标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对照组不同时间采集血标本检测结果%

12A

&

采血时间
W\"

$

Y$.

1

"

6

%

SOR

$

Y$.

1

"

6

%

6̂ (

$

Y$.

1

"

6

%

(P'

$

Y$.

1

"

6

%

,\"

$

Y$.

$!

"

6

%

XJ

$

5

"

6

%

XA@

$

c

%

,'W+Q'

$

F6

%

("V

$

F6

%

("X

$

=5

%

("X"

$

5

"

6

%

-6&

$

Y$.

1

"

6

%

餐前
/0/72.0!4 70#72.01$ $0%.2.0!$ .04.2.0.7 70#12.047 $4/0..2$!0$17$0$!24043 7!0..2$0#% %70%.2!0#1 4.0$!2$0$%4!%07.2$.0/.!//07.21401.

餐后
$) /0/#2.0!$ 70##2.0%! $0%.2.0!. .04$2.0.7 70#12.044 $4/07.2$$0377$0.%2407. 7!04/2$07. %#0.%2!0$/ 4.0!!2$0$344.0/.2$!03%!3.0..2%10%3

餐后
!) /0//2.0!4 70#$2.01/ $0%/2.0!$ .04$2.0.4 70/.2.043 $4/0/.2$$0%.7$0$/2404/ 7407.2$0%! %#07.2$0/3 4.0$.2$0$%4!10..2$!0$7!/10%.21/0!4

餐后
7) /03.2.0!# 70#/2.0%% $0%!2.0!$ .04$2.0.# 70/$2.044 $4707.2$!07/7$0.%24074 770%.2$031 %70/.2$0/3 4.0$%2$0!34!10%.2$$0!$!/70!.2170#%

!!

注!

W\"

表示白细胞(

SOR

表示中性粒细胞计数(

6̂ (

表示淋巴细胞计数(

(P'

表示中间细胞群(

,\"

表示红细胞计数(

XJ

表示血红蛋白(

XA@

表示血细胞比

容(

,'W+Q'

表示红细胞分布宽度
+

标准差(

("V

表示平均红细胞体积(

("X

表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X"

表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6&

表示血小板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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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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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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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不同时间采集标本检测结果%

12A

&

采血时间
W\"

$

Y$.

1

"

6

%

SOR

$

Y$.

1

"

6

%

6̂ (

$

Y$.

1

"

6

%

(P'

$

Y$.

1

"

6

%

,\"

$

Y$.

$!

"

6

%

XJ

$

5

"

6

%

XA@

$

c

%

,'W+Q'

$

F6

%

("V

$

F6

%

("X

$

=5

%

("X"

$

5

"

6

%

-6&

$

Y$.

1

"

6

%

餐前
/0//2.0#1 70#!2.0$1 $0%72.07$ .04.2.0.7 703!2.0$. $4/072!01. 410//2.03$ 7!04.2$0#3 %401/2$041 !%0%32.0/. 4!/07.2$.07. !3$0!.2!/07/

餐后
$) /0/$2.037 70%.2.037

&

$0#!2.0.!

&

.0!12.0.7 70/12.0.1 $4/0%2!01. 410!32.03.

&

7!0#!2$0!4 %40342$043

&

!30$%2.0/!

+

4!%0#.2$$0%! 4$.03.2$104/

&

餐后
!) /0/%2.0#3 70172.0/.

&

$0#.2.0.7

&

.0!72.0.4 70/.2.0.1 $47012!0%.

&

4%0/!2.03.

+

7!0%%2$0.% %401%2$043 !304!2.0#1

+

4!30/72$.01% 4#30#%2!403%

&

餐后
7) /0/%2.0/$ 70342.04% $0/32.04! .0!%2.0.! 70#32.0$.

+

$470.240!.

&

4%0.%2.03/

+

7!0/!2$07! %401$2$047 !304#2.0/4

+

4!30!42$$0.! !%/0%/2!#0#/

!!

注!与餐前检测结果比较#

&

!

#

.0.#

(

+

!

#

.0.$

,

(P'

为表示中间细胞群(

,'W+Q'

表示为红细胞分布宽度
+

标准差(

("X"

表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0/

!

实验组不同时间采集标本检测结果见表
!

,结果显示#

餐后
$)SOR

)

-6&

明显增高#而
6̂ (

)

XA@

)

("V

)

("X

则

明显下降(餐后
!)SOR

)

-6&

仍明显增高#而
6̂ (

)

XA@

)

("X

则明显下降#且
XJ

含量也明显下降(餐后
7),\"

)

XJ

)

XA@

和
("X

均明显下降,

'

!

讨
!!

论

血液分析仪因其具有分析速度快)精度高)参数多)操作简

便等优点而被临床广泛应用#但是实验室要想给临床提供准确

的检测结果#在使用高端仪器设备的同时必须做好全程质量保

证,随着血液分析仪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室内质控)室

间质评制度的逐步完善和高学历)高素质检验技术人员及检验

医师的加入#分析中和分析后的质量基本能得到保证#而分析

前由于涉及到医生检测项目的申请#患者的准备#护士采集标

本及后续工勤人员与检验人员对标本的转接)保存等多个环

节#尚难以实现有效的质量控制,

目前报道的在分析前影响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因素主

要有黄疸)乳糜*

$

+

)冷球蛋白*

!

+

)抗凝剂种类*

4

+

)真空采血管残

余负压*

7

+

)采集标本消毒时聚维酮碘残留*

#

+

)标本采集后放置

时间*

/+3

+和患者本身的年龄)性别)出生体质量*

%

+差异及低温刺

激*

1

+等,患者普通饮食是否会影响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及影

响程度如何#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志愿者进食

前后血常规结果的分析比较#发现进食后
W\"

总数未发生明

显改变#但在
!)

内
SOR

明显升高)

6̂ (

明显降低#这一结果

与
XBC*;C

等*

$.

+报道的进食高蛋白食物后
!0#)

内外周血

SOR

明 显 升 高)

6̂ (

明 显 降 低 的 结 论 相 符#而 与
VBC

a:*@?:8

等*

$$

+在研究体内白细胞与脂类物质的关系时报道的

进食高脂物质后
!)

内
SOR

明显上升)

6̂ (

也明显升高不

符,其原因可能为进食不同的食物所致,红细胞的各项参数

中#

,\"

)

XA@

)

("V

)

XJ

)

("X

均明显降低#可能与进食后机

体吸收食物中的水分导致血液稀释有关*

$!

+

,而
-6&

在进食

后
!)

内明显升高#与有关研究报道一致*

$.

#

$4

+

#可能是食物中

的乳糜微粒干扰仪器测定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普通饮食能够影响血液分析仪对

SOR

)

6̂ (

)

-6&

)

,\"

等多个参数的测定结果#患者在做血

常规检查时有必要考虑空腹抽血,但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全

部是健康志愿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各项参数的改变均在正常

范围内#故对于患者来说普通饮食是否会引起检测结果出现偏

差以致影响临床诊疗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本研究

志愿者数量相对较少#且食物量没有按照体质量标准进食#因

此关于饮食对血液分析仪测定结果的影响程度及具体原因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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