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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乙二胺四乙酸抗凝血浆与血清尿素及

肌酸激酶的检测比较

张红红"江苏省苏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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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运动员乙二胺四乙酸"

/L>;

$抗凝血浆与血清尿素"

QSR

$和肌酸激酶"

9M

$的检测值进行

比较分析!为体育领域的生化测试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

赛艇队运动员
!%

名!根据教练员训练安排和监测计划!从

中选择
&

次作为研究!即
4!

人次%每次受试运动员采血前
"E

均休息调整!于次日晨安静&空腹状态下!无菌抽取

肘静脉血
"+O

!一部分移入一次性
/L>;

抗凝管!颠倒充分混匀!检测血常规后!离心取血清#另一部分移入离心

管!待自然凝固后离心取血清%同时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QSR

和
9M

值%测试两组运用
(X(((7A71*716*

:"4#$

进行配对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

两组
QSR

和
9M

的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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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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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M

!

&

/L>;0M

&

$抗凝血浆替代血清进行
QSR

&

9M

的检测是可行的!其可简化采

血的过程和方式!有采血量少&运动员易于接受&速度快&节省器材等优点!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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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素$

QSR

&和肌酸激酶$

9M

&是运动员常用的生化监控

指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其常与血常规联合测定#所以常一

次采血分两管#分别测定)如果可以仅用一个抗凝血#测定血

常规后再离心测定
QSR

和
9M

#则会对测定工作带来诸多的

方便和帮助)目前已有很多使用血浆标本的可行性报道#但基

本是在医院检验科#主要应用于急诊的快速诊断#而在体育领

域尚少见相关报道)运动员
QSR

-

9M

水平与普通人又有所差

异#其安静值常常处于正常范围的偏高水平+

"

,

)选择青少年运

动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同时用测定乙二胺四

乙酸$

/L>;

&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

9M

值#来探讨其可行性#

为运动员的生化测试工作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对象
!

苏州市体校赛艇队运动员
!%

名#其中男
"%

名#女

"$

名#年龄
"'

#

"4

岁)

$#/

!

方法

$#/#$

!

样品采集方法
!

根据教练员训练安排和监测计划#从

中选择
&

次作为研究#即
4!

人次)每次受试运动员采血前
"E

均为休息调整#于次日早晨$

4

!

&$

#

=

!

$$

&安静空腹状态下#无

菌抽肘静脉血
"+O

#一部分移入一次性使用
/L>;

抗凝管

$抗凝剂种类!

/L>;0M

!

-

/L>;0M

&

%抗凝剂状态!喷雾#江苏康

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颠倒充分混匀)检测血常规后#离

心取血清%一部分移入离心管#待自然凝固后离心取血清)

$#/#/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检测指标!

QSR

-

9M

)检测方法!同

时用
81H1BA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QSR

-

9M

试剂盒由中

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X(((7A71*716*:"4#$

完成统计学处

理)各指标的测试值均以
O_E

表示#并进行配对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运动员
QSR

-

9M

的比较见表
"

#两组
QSR

和
9M

检测结

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运动员
QSR

%

9M

测定值的比较&

O_E

'

组别
* QSR

$

++?B

"

O

&

9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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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组
"$ 4#!=_"#!= !'5#4<_"!'#%5

抗凝血浆组
"!

4#!$_"#"5

A

!'!#<%_"""#='

A

!!

注!与血清组比较#

A

#

#

$#$'

)

'

!

讨
!!

论

医院主要基于急诊快速诊断的角度#做抗凝血浆应用于生

化检测的相关研究和工作#涉及的生化指标也较多#就
QSR

-

9M!

项指标而言#报道也不尽相同)宁沛雯和苏德成+

!

,的结

果显示肝素锂和
/L>;0M

&

抗凝血浆标本与血清标本差异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R?#!&



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发现肝素钠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差

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0%

,

)阴斌霞等+

'

,报道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

清
QSR

-

9M

测定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杜国有和顾向明+

<

,

的研究发现#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测定值基本一致#

二者
9M

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曹万惠等+

4

,报道
/L>;0

M

!

抗凝血浆和血清
QSR

测定值差异不大#可以通用#二者

9M

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马勇+

=

,报道肝素钠抗凝血浆

与血清
9M

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QSR

测定值

虽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相差不是很大#对临床

无实际意义#不影响医学决定水平)另有报道肝素钠-肝素锂

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

9M

测定值非常接近+

50"&

,

#虽然有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相关性好#可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将血浆值

换算成对应血清值或建立血浆参考体系)导致检测结果误差

的原因可能为抗凝剂对试验产生一定的干扰%血液凝固$如冬

季温度较低时血液不易完全凝固&或离心过程中血液有形成分

的破坏#细胞内容物外溢至血清中)诸多报道上存在的差异可

能与抗凝剂-统计方法等选择上的不同有关)本研究所用抗凝

剂为
/L>;0M

!

-

/L>;0M

&

#虽然目前使用血浆标本的可行性

报道已有很多#但在体育领域尚少见相关报道)

QSR

和
9M

是运动员最常用的生化监控指标)在实际工

作中#其常与血常规联合测定#所以常一次采血分两管#分别测

定)运动员
QSR

-

9M

水平与普通人又有所差异#其安静值常

常处于正常范围的偏高水平+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QSR

和
9M

的测定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中测定

结果高于血浆#与绝大多数文献报道相一致)这样就可以仅用

一份抗凝血#测定血常规后再离心测定
QSR

和
9M

#对测定工

作带来诸多的方便和帮助)

由于目前的报道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在实际工作中#可结

合实验室具体情况或某特定的运动项目#经测试比较分析后而

行)另外#也可以大胆探索和尝试其他指标的可行性)$

"

&目

前医院已有很多使用抗凝血浆替代血清进行生化检测的可行

性报道#但在运动领域的研究和报道很少#鉴于所涉及的检测

指标及要求与医院有很大区别#且运动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所以有必要在该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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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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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M

&

&抗凝血浆替代血清进行

QSR

-

9M

的检测是可行的)其可简化采血的过程和方式#有

采血量少-运动员易于接受-速度快-节省器材等优势#值得推

广)$

&

&目前的报道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可能与抗凝剂-统计方

法等选择上的不同有关)在实际工作中#可结合实验室自身情

况或具体的运动项目#经试测比较分析后而行)另外#也可以

大胆探索和尝试其他指标#如测定睾酮-皮质醇等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

"

, 冯连世#冯美云#冯炜权
#

优秀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方法

+

8

,

#

北京!人民体育大学出版社#

!$$&

!

4#

+

!

, 宁沛雯#苏德成
#

血浆或快速分离血清标本用于临床化学

检测的探讨+

[

,

#

实用医技杂志#

!$$<

#

"&

$

!&

&!

%"%'0%"%<#

+

&

, 陈燕萍#罗艳香#罗娜#等
#

血清与血浆的
"4

种生化项目

对比结果分析+

[

,

#

江西医学检验#

!$$"

#

"5

$

%

&!

!!"#

+

%

, 谭云昌
#

血清与血浆中常规生化指标测定结果分析+

[

,

#

中国误诊学杂志#

!$$4

#

4

$

"5

&!

%'!!0%'!&#

+

'

, 阴斌霞#黄芳#高宁#等
#

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清样品
!=

项生化检验项目的可比性分析+

[

,

#

实用医技杂志#

!$$<

#

"&

$

"=

&!

&"<40&"<5#

+

<

, 杜国有#顾向明
#

血清与肝素锂抗凝血浆急诊生化项目的

结果比较+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4

$

""

&!

"$'$#

+

4

, 曹万惠#王文建#饶绍琴#等
#

常规生化检测项目血清与血

浆的对比分析+

[

,

#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5

#

=

$

"

&!

&'0

&<#

+

=

, 马勇
#

肝素抗凝血浆与血清在急诊生化检测中结果的比

较+

[

,

#

中国误诊学杂志#

!$$=

#

=

$

"=

&!

%&&"0%&&!#

+

5

, 传良敏#邓君#王文建#等
#

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清样本中

&%

项生化检测结果的偏倚评估+

[

,

#

检验医学#

!$$5

#

!%

$

"$

&!

4!404&$#

+

"$

,罗春华#李国静#赵武#等
#

肝素锂抗凝血浆代替血清用于

临床生化检验的可行性研究+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4

$

4

&!

<'=0<<"#

+

""

,王龙武#葛亚娟#王妹芳#等
#

肝素锂抗凝血用于门急诊临

床化学检验的可行性评价+

[

,

#

检验医学#

!$$4

#

!!

$

"

&!

4'0

4<#

+

"!

,欧阳旭红#宋文#张应梅
#

用肝素锂抗凝血浆代替血清进

行生化项目测定的可行性探讨+

[

,

#

遵义医学院学报#

!$$=

#

&"

$

"

&!

&&0&'#

+

"&

,康淑霞#张惠#张梦兰
#

肝素钠-肝素锂抗凝血浆代替血清

生化检验的比较研究+

[

,

#

中华全科医学#

!$$=

#

<

$

"$

&!

"$="0"$=!#

$收稿日期!

!$""0$40"!

&

$上接第
!=%&

页&

细胞-黏液丝等有形成分#提高了检出率+

4

,

)白色假丝酵母菌

以芽生孢子存在于健康妇女的阴道内#不引起症状#但可以传

播或散播)当大量的假菌丝出现#表明白色假丝酵母菌处于致

病状态)所以#显微镜下形态学的观察在
::9

的诊断中是非

常重要和不可以替代的)化学法还不能作为检测阴道分泌物

中白色假丝酵母菌阳性的过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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