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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标本不同的冷冻保存方式对血糖浓度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收集
!#

例血清标本!

每例标本分成
!

份!分别于
i$#j

和
i(#j

冰箱各
)

份冻存!并于
%

%

&"

%

$&A

测定血糖浓度!再与即时血糖结果比

较$结果
!

!#

例血清标本在不同的低温冷冻储存条件下血糖浓度逐渐下降!在
&"A

内!两种保存条件的血糖与即

时血糖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当放置到
$&A

时!

i$#j

放置的标本血糖与即时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i(#j

放置者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血清标本低温冷冻条件下血糖浓度可以较长时间趋于稳定!温度

越低稳定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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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浓度测定是检验科常规检测项目之一#对糖尿病和一

些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观察具有重要意义,血液标本采集

后#由于血液中的红细胞还能够无氧酵解葡萄糖#使血糖浓度降

低#因此#在测定血糖的过程中#标本的处置是保证血糖测定结

果准确的重要前提*

&

+

,探讨能够更长时间保存血糖的方法#为

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不能及时测定的血糖标本的检测结果

可靠与否提供依据,本文对
!#

例门诊患者血糖标本分离血清

不同的冻存条件和时间进行血糖测定#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例血液标本均来自本院同一天的门诊

患者,

$+/

!

仪器与试剂
!

$

&

%仪器!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普

通真空采血管($

$

%试剂!玉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糖试剂

$氧化酶法%,

$+'

!

方法

$+'+$

!

血糖测定
!

采集门诊患者空腹静脉血
'CN

于普通采

血管内#编号#

)%j

水浴
&#C:;

#待血液凝固后#

)###?

"

C:;

离

心
'C:;

#将原始管去盖#直接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血

糖#作为即时血糖测定结果并计算均值和标准差,然后分离血

清
!

份于高压消毒的
&+'CNXP

管中#每管
)##

&

N

#取其中
)

管于
i$#j

冻存#另
)

管于
i(#j

冻存#整个过程在
&7

内完

成,从即时开始计时#于
%

)

&"

)

$&A

分别测定不同温度下保存

的血糖
&

份#每次测定在
&7

内完成,

$+'+/

!

质控
!

每次检测前进行质控品测定#确认质控在控后#

再进行标本检测#随标本再做一次质控#

$

次质控结果均在控#

则检测结果有效,

$+1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以
Hc;

表示#用
LXLL&!+#

统计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即时检测结果为对照组#其

余各次检测结果分别与对照组比较#进行配对
=

检验#

6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例患者全血管内血糖即时测定结果与
i$#j

冻存
%

)

&"

)

$&A

的测定结果见表
&

,

i$#j

冻存
&"A

内的血糖检测

结果与即时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

%(冻存
$&A

内的血糖结果与即时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

表
&

!

!#

例标本
i$#j

不同放置时间血糖结果比较

标本放置时间$

A

%

血糖测定结果

H

>

6

$

,

V#+#'

%

即时
'+$* &+)$ i

% "+*( &+$!

%

#+#'

&" "+%* &+$%

%

#+#'

$& "+)( &+$)

$

#+#'

!!

注!

6

为血清
i$#j

冻存各时间段血糖结果与即时组比较结果(

i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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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全血管内血糖即时测定结果与
i(#j

冻存
%

)

&"

)

$&A

的测定结果见表
$

,

i(#j

冻存
$&A

内的血糖检测

结果与即时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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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
i(#j

不同放置时间血糖结果比较

标本放置时间$

A

%

血糖测定结果

H

>

6

$

,

V#+#'

%

即时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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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为血清
i(#j

冻存各时间段血糖结果与即时组比较结果(

i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血液中的糖分称为血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葡萄糖#是

体内各组织细胞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实验室测定血糖

浓度#主要为临床上各种糖尿病及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

依据,血液标本血糖浓度的检测在医院急诊规程中规定#在血

液标本采集后
&7

内必须完成检测及报告*

$

+

,但在一些特殊

的情况下#标本采集后不能及时送检#如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

查,血液离开人体后#由于红细胞的无氧酵解)污染细菌的分

解以及白细胞降解酶的作用#使血糖浓度逐渐降低*

)

+

,因此#

不能及时送检的血液标本的不同储存条件和实际的血糖检测

结果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研究表明#新鲜血液标本离心分离血浆后室温放置
&7

内

血糖检测结果与标本采集后即时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而室温放置超过
&7

的血糖值逐渐下降*

"

+

#与即时结果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刘风华和王李洁*

'

+报道#血液标本采

集后即刻分离血清#于
"j

冰箱冷藏
*!7

$即
"A

%后的血糖测

定结果与原始结果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实验将血清标

本分至消毒的
XP

管中分别于
i$#j

和
i(#j

冻存#检测时

间间隔为
%A

#结果显示#

i$#j

冻存
$&A

血糖检测结果与即

时血糖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而
i(#j

冻存

$&A

后血糖结果与即时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

%,低温冷冻保存血清标本#可以使血糖稳定较长的时间#

并且温度越低稳定时间越长#

i$#j

可稳定
&"A

#而
i(#j

可

稳定
$&A

#甚至更长,原因是在分离的血清标本中#仍含有
!.

磷酸
.

葡萄糖脱氢酶#它仍然能分解血清中的葡萄糖#而低温可

以抑制该酶的活性#使葡萄糖分解缓慢#结果长时间趋于稳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血糖标本的检测应尽快完成#如因

某些原因不能及时检测者#应先分离血清#密封#以免水分蒸

发#于低温冰箱冷冻保存#在
i$#j

冰箱保存者在
&"A

内完

成检测结果可靠#在
i(#j

冰箱保存者在
$&A

内完成检测结

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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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实用)准确)快速)易操作)结果可靠)节约成本#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本实验中#

XT

$

在高值$

$'+*"WX3

%超出
#+)

倍标准差#需

继续校准,其可能是血气分析标本接触到空气会导致
XT

$

升

高#

XOT

$

降低*

"

+

(放置时间超过
&7

会使
XT

$

下降#

XOT

$

升

高*

'

+

#因为空气也将会使
XT

$

升高和
XOT

$

降低#所以血气分

析标本采集后应立即进行检测,因此#每台仪器上样前将注射

器在两掌间水平反复搓动至少
'

次#再取下注射器头部的密封

帽#将样品排出
&

!

$

滴后迅速进样#避免大气对其的影响,为

了不因人为操作和先后在
$

台仪器测定对
XT

$

值的影响#本

实验采用一人完成并在测定标本时采用随机的办法#

"#

份先

在比对仪器上测试完后立即再在实验仪器上测定#测定在
$#

C:;

之内完成,当患者进行血气分析项目监测时#应运用同一

检测仪器得到的检测结果#如是两种仪器检测结果#应注意其

参考范围,此比对不足之处是比对样品量不够大#还不能完全

反映实际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对
[3

@

1?$"(

同时参加室间质

评#为临床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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