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9TR

)

X̀J9$A

!

和
6̀R

测定结果%

12A

&

组别
, 9TR

$

R

"

6

%

X̀J9$A

$

c

%

6̀R

$

88:>

"

6

%

健康对照组
#. !30.2/04 M 70#2.0/

糖代谢未控制组
#. /40.2$.04 $.017240./ $!0.2%0!

糖代谢控制好组
4. 4.0.2/01 #03%2.01$ /0.2!0#

!!

注!

M

表示无数据,

表
!

!

血清
9TR

与糖代谢的相关性

组别
, 6̀R `XJ9$A

健康对照组
#. .0$1 M

糖代谢未控制组
#. .041 .04%

糖代谢控制好组
4. .0$# .0$%

!!

注!

M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本文资料表明#糖尿病患者血清
9TR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

对照组#血糖控制差的糖尿病患者其
9TR

活性与同时测定的

6̀R

和
X̀J9$A

存在显著正相关#而血糖控制好的糖尿病患

者
9TR

活性与健康对照组差异不明显#且与
6̀R

和
X̀+

J9$A

不相关#说明糖尿病患者
9TR

升高与血糖控制的好坏有

关,本文病例组全部患者经
\

超)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查均

排除肝占位性病变和急)慢性肝炎可能#健康对照组为体检健

康者#故本文资料基本上排除了由于肝脏疾患而引起的
9TR

升高,糖尿病患者血清
9TR

明显高于对照组#血糖控制差的

患者血清
9TR

与
6̀R

)

X̀J9$A

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糖尿

病患者血清
9TR

可反映
X̀J9$A

和
6̀R

所提示的糖代谢控

制现状#其机制目前尚不明了,有作者认为糖尿病患者持续高

血糖状态可激活多元醇旁路系统#使醛糖还原酶活性增加#产

生大量的山梨醇#同时抑制山梨醇脱氢酶活性#使山梨醇在细

胞内大量积聚*

4+7

+

,由于
9TR

广泛分布于人体内的各种组织

细胞$主要存在于细胞溶酶体内%中#而山梨醇等多元醇物质对

溶酶体有很强的亲和力#可导致溶酶体破坏#使
9TR

大量释

放入血,因此推测糖尿病患者
9TR

升高的机制可能与此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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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血浆 全血葡萄糖测定结果比较

袁银美"江苏省南通市市级机关门诊部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血浆'全血对葡萄糖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将同一份患者标本分别置于肝素锂真

空采血管'普通干燥真空采血管
!

种不同的采血管中!全血标本用肝素锂抗凝!分别在
!

'

7

'

/

'

%

'

!7

'

7%

'

3!)

测定葡

萄糖浓度!观察葡萄糖结果在
4

种不同标本类型的差异及在不同时间内的稳定性$结果
!

肝素锂抗凝血浆葡萄糖

测定结果明显高于血清'全血葡萄糖测定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血清'肝素锂抗凝血浆放置
7)

后!葡

萄糖明显降低&全血标本葡萄糖下降速度最快$结论
!

血清'全血葡萄糖的浓度明显低于血浆!并且随标本放置时

间的延长而降低得越多!血液标本的类型对葡萄糖测定结果有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

!

时间因素&

!

血清&

!

血浆&

!

血糖&

!

肝素&

!

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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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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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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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糖的准确测定对于诊断和治疗高血糖症和低血糖症

是十分重要的,为使血糖测定结果最接近机体的真实值#最好

地反映机体状态#本文就不同类型血液标本$血清)血浆)全血%

测定葡萄糖结果进行比较,

$

!

材料与方法

$0$

!

材料

$0$0$

!

采血管
!

普通干燥真空采血管)肝素锂真空采血管$南

通医源医疗器械公司提供%,

$0$0/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稳步系

列血糖仪 $

QH?;Q@;

=

%,

$0$0'

!

校准品
!

,:A);AFB*

校准品$批号
$/1%!/+.$

%,

$0$01

!

室内质控品
!

常规生化质控品$朗道氏#批号
RS#.$

)

ST7.!

%,

$0/

!

方法

$0/0$

!

血清)肝素锂抗凝血浆)肝素锂抗凝全血中葡萄糖的稳

定性
!

$.8EC

内采集
!.

份门诊患者血液标本#每一患者的标

本同时分别置于普通干燥真空管)肝素锂真空采血管)普通干

燥真空采血管采血后置
43N

水浴
4.8EC

后离心分离血清#肝

素锂真空采血管采血后一管立即离心分离血浆#另一管颠倒混

匀全血测定,

4

种标本同时分别在
!

)

7

)

/

)

%

)

!7

)

7%

)

3!)

各测

定
$

次葡萄糖浓度,每次测定
!.8EC

内完成,

$0/0/

!

葡萄糖测定
!

用日立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葡

萄糖#用稳步系列血糖仪测定肝素锂抗凝全血葡萄糖浓度$批

号
.7$$aU-Z̀

%#第一次测定从标本采集到检验在
!)

内

完成,

$0/0'

!

质量控制
!

当天标本测定前进行质控血清低值)高值

测定#在控时再进行标本测定#并同时再测#质控血清
!

次结果

均在控时#视当天标本测定结果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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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以
12A

表示#对每次检测结果的均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血清)肝素锂抗凝血浆)肝素锂抗凝全血葡萄糖
!)

内的

测定结果分别为$

/07.2$01%

%)$

/03$2!0..

%)$

/0!12$011

%

88:>

"

6

#后两者与血清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0/

!

血清)肝素锂抗凝血浆)肝素锂抗凝全血葡萄糖的稳定性

观察结果见表
$

,

表
$

!

!.

份血清)肝素锂抗凝血浆)全血不同时间内

!

葡萄糖测定结果%

12A

'

88:>

(

6

&

测定时间$

)

% 血清 肝素锂抗凝血浆 肝素锂抗凝全血

! /07.2$01% /03$2!0.. /0.#2$01#

7 /04%2!0.. /0/%2$01% #0332!0..

/ /0$12$01%

"

/0!.2!0.4

"

#0.$2$0%3

% /0.$2!0..

"

/0$%2$01#

"

70!.2$0%.

!7 #0$$2$0%/

"

401#2$0/7

"

40..2$0#/

7% 70!42$03#

"

!0!72$0!4

"

!0$.2$0#.

3! 40$$2$0## $0#.2$04.

"

$0$#2$0!4

!!

注!与
!)

测定结果比较#

"

!

#

.0.$

,

'

!

讨
!!

论

血液葡萄糖测定是临床化学检验最常见的项目#也是检查

有无糖代谢紊乱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一般可以用血浆)

血清和全血标本#但标本类型对葡萄糖测定结果有影响*

$

+

#主

要表现!$

$

%标本类型对葡萄糖测定结果有明显的影响,本研

究结果表明#肝素锂抗凝血浆测定结果高于血清#说明血浆与

血清中葡萄糖含量有本质的区别#不宜使用血清测定葡萄糖浓

度,因为在析出血清的过程中#特别是为加速血清分离#血液

标本置
43N

水浴箱的过程中#血细胞代谢无氧酵解加速#使血

液标本中葡萄糖迅速分解#葡萄糖浓度逐渐降低#最高速度可

达
.0/88:>

"

)

#这是血清葡萄糖浓度较抗凝血浆中葡萄糖浓

度低的主要原因*

!

+

,

!.

例临床葡萄糖测定标本中#血清葡萄

糖测定结果大于
/0$$88:>

"

6

的有
#

例#血浆葡萄糖测定结

果大于
/0$$88:>

"

6

的有
1

例#全血葡萄糖测定结果大于

/0$$88:>

"

6

的有
4

例#说明血清标本用于葡萄糖测定其结果

受到影响#用抗凝血浆检测葡萄糖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被检者

血液葡萄糖的水平,$

!

%全血测定葡萄糖采用稳步系列血糖

仪#与血清)血浆在同一时间进行葡萄糖测定#其结果具有可比

性#肝素锂抗凝血浆葡萄糖测定结果明显高于全血葡萄糖测定

结果#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葡萄糖溶于自由水#而红细胞中所

含的自由水较少#所以全血葡萄糖浓度比血浆或血清低
$.c

"

$#c

*

4

+

#且受血细胞比容影响#如果实验室选用的是静脉全血

测定葡萄糖#则应将得出结果乘以校正系数
$0$$

而得到血浆

葡萄糖值*

7

+

,

总之#血标本类型对血液葡萄糖测定结果有很大影响#关

键是要解决血液离体后葡萄糖代谢分解的问题#不宜使用血清

测定葡萄糖浓度#因为在析出血清的过程中#糖酵解使葡萄糖

浓度逐渐降低#最高速度可达
.0/88:>

"

6

#如果要使用血清#

应尽量缩短血清分离的时间#避免将血液标本放置
43N

水浴

箱中促凝#分离血清后尽快完成测定,建议使用带促凝分离胶

的真空采血管#并及时分离血清,肝素锂抗凝血浆是血液葡萄

糖测定的理想方法#适宜临床人群#但须在
7)

内完成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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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偏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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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实验室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进行比对试验!保证实验结果的可比性和准确性$

方法
!

使用配套校准品校准并且保证各台仪器精密度符合测定要求!利用比对试验评价各台仪器检测白细胞'红细

胞'血红蛋白'血细胞比容和血小板计数五项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实验室改进

修正案"

"6P9b%%

#能力比对检验质量要求及标准!判断测试仪器与参比仪器的相对偏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结果

根据相对偏差
_

"测定值
M

靶值#%靶值
Y$..c

!计算测试仪器与参比仪器的各个测试项目的相对误差!以此判断测

定仪器与参比仪器测定结果的一致性!并对个别超出判断标准的仪器进行校准$结论
!

在保证每台仪器重复性和

准确性均良好的前提下定期对仪器进行比对分析!可有效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关键词#

!

血细胞计数%仪器和设备&

!

偏倚"流行病学#&

!

质量控制&

!

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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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细胞分析仪是医院检验科常用的检测仪器#本科室有
4

台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用于临床血常规检测#不同型号的血

细胞分析仪的分析测试原理不同#对同一份标本的检测结果

存在着系统误差*

$

+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参考美国临

床实 验 室 标 准 化 委 员 会 $

S""6Q

%实 验 室 改 进 修 正 案

$

"6P9b%%

%能力比对检验质量要求及标准#对本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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