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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标本放置时间和温度对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

#$纤维蛋白原"

ObN

#等凝血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选取抗凝静脉血标本
>$

例!血浆用于立即测定凝血

?

项指标和在室温放置
%B

$

?B

$

"B

和
%?B

后测定凝血
?

项指标&并分别于室温$

T?c

和
T%$c

下保存
%?B

后测

定凝血
?

项指标%抗凝血室温放置
%B

!离心分离血浆后即刻进行凝血指标检测%采用血液凝固仪测定研究指标!

采用随机单位组设计资料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差异%结果
!

与留取即刻检测相比!血浆放置
%B/,&&

$

,&

$

&&

和

ObN

等各种指标水平均无明显差异&血浆标本放置
?B

开始!

/,&&

$

,&

和
&&

等指标出现明显延长!且变化程度随

放置时间延长加重!

ObN

水平无明显改变&抗凝血标本放置
%B

留取的血浆标本各指标均有明显变化%

T?c

下血

浆标本保存
%?B/,&&

$

,&

$

&&

和
ObN

等指标测定结果未出现明显改变!

T%$c

下
%?B/,&&

出现明显延长%结

论
!

对于凝血功能
?

项指标的测定!采集标本后应及时送检和尽快分离血浆%常温下血浆标本应在
%B

内完成测定&

T?c

下血浆标本保存
%?B,&

$

/,&&

$

&&

和
ObN

等指标测定结果未受影响!低温保存应注意避免标本冻融过程%

"关键词#

!

凝血功能&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保存时间&

!

保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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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检测是临床上非常重要的检验内容+目前各家

医院多采用的凝血功能检验项目包括凝血酶原时间$

,&

%,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和纤维蛋白

原$

ObN

%的凝血
?

项+采用自动血凝仪对凝血
?

项进行检测#

效率更高#结果更可靠+但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减少静脉刺

穿次数#目前各家医院多数将住院患者各项血液检查标本的采

血时间在
$"

!

$$

!

$"

!

!$

由夜班护士一次性完成#并将这些标

本一次性送检+检验科室有时由于标本量大#可能造成标本待

检时间延长+凝血试验检测结果准确性与分析前过程密切相

关#尤其与标本采集后的放置时间和温度等因素有关#所以待

检标本放置时间延长可能影响检测结果+为此#作者设计本研

究探讨在室温下存放的时间长短和保存
%?B

过程保存温度对

标本凝血指标检测结果是否有影响+

$

!

材料与方法

$L$

!

对象与标本
!

采集
%$$8

!

%$$-

年本院无出血性疾病住

院患者标本
>$

例#均为女性#年龄为$

?!L%_#$L>

%岁#产科疾

病
%>

例#妇科疾病
%>

例+采集静脉血以
-e#

的比例加入
#$-

33=1

"

)

枸橼酸钠的抗凝管混匀+采集后即刻取部分抗凝血

以
!$$$<

"

3:G

离心
#$3:G

#分离血浆#部分血浆用于立即测定

凝血
?

项指标和在室温$

%$

!

%>c

%放置
%

,

?

,

"

,

%?B

后测定凝

血
?

项指标#部分即刻分离出的血浆分别于室温$

%$

!

%>c

%,

T?c

和
T%$c

下保存
%?B

后测定凝血
?

项指标+部分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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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采集后以抗凝血的形式室温放置
%B

#再离心分离血浆后即

刻进行凝血指标检测+排除标准!标本溶血,黄染,高脂血症和

糖尿病+

$L/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本威达士公司
*

2

63CH.'/.#>$$

型

血液凝固仪+

*

2

63CH.'/.#>$$

型血液凝固仪在做
,&

的同时

可获得
ObN

浓度结果+凝血试验试剂和质控品均由德国
QE@C

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L'

!

统计学处理
!

各指标结果用
I_@

表示+经检验#各组凝

血功能各指标均呈正态性分布#采用随机单位组设计资料方差

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S

检验+双向
F

#

$L$>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
*,**#!L$

完成+

/

!

结
!!

果

/L$

!

室温下标本放置不同的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见表

#

+与留取标本即刻测定结果相比#采集后即刻分离血浆放置

%B,&

,

/,&&

,

&&

和
ObN

等各种指标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标本放置
?B

#

/,&&

,

&&

出现明显延长#

,&

水平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ObN

水平出现明显减低(标本放置
"B

和
%?B

后#

,&

,

/,&&

和
&&

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bN

水平明

显降低+抗凝血标本在放置
%B

后再分离#血浆的
,&

,

/,&&

,

&&

和
ObN

水平等指标已经有明显改变+

/L/

!

不同温度下标本放置
%?B

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见表
%

+

与留取标本即刻测定结果相比#室温下标本放置
%?B,&

,

/,&&

,

&&

和
ObN

等各种指标水平均出现明显减低#但在

T?c

放置的标本各指标均未出现明显改变#在
T%$c

放置

的标本#

/,&&

显著延长#其他指标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
T?c

和
T%$c

放置的标本相比#室温放置的凝血
?

项各

指标均有明显降低+

表
#

!

室温下不同时间点凝血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项目 放置时间
,&

$

6

%

/,&&

$

6

%

&&

$

6

%

ObN

$

I

"

)

%

采血后即刻分离血浆 即刻
#%L!8_%L$% !!L#$_>L!% #"L>#_#LR# !L!%_#L$#

%B #%L>#_%L$# !!L!%_"L#? #"L8"_#L8# !L$-_#L#$

?B #%L>"_%L#$ !?L#!_>L-$

"

#8LR#_#L>8

"

!LR#_$L-R

"B #!L">_%L!?

"

!>L#$_8L%-

"

#8L"8_%L%$

"

!L8%_$L8>

%?B #RL?!_!L%#

""

?!L-$_8L8%

""

#-LR-_!L>!

""

?L$?_$L"!

抗凝血放置
%B

再分离血浆
#!L!%_%L##

"

!>L$$_"L!>

"

#8L>#_#L8"

"

%L8%_$L-!

"

!!

注!与即刻相比#

"

F

#

$L$>

#

""

F

#

$L$#

+

表
%

!

不同温度下标本放置
%?B

凝血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放置时间
,&

$

6

%

/,&&

$

6

%

&&

$

6

%

ObN

$

I

"

)

%

对照组
#%L!8_%L$% !!L#$_>L!% #"L>#_#LR# !L!%_#L$#

室温$

%$

!

%>c

%

#RL?!_!L%#

""

?!L-$_8L8%

""

#-LR-_!L>!

""

?L$?_$L"!

T?c #%L8$_%L!R

"

!!L>-_8L">

""

#"L"!_%L?%

""

!L?>_#L%8

T%$c #%L-#_%L%!

""

!>L$-_8L?>

""

#8L!-_%L"8

"

!L!8_#L!R

!!

注!对照组为采血后即刻分离血浆,即刻进行凝血指标检测的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

"

F

#

$L$>

#

""

F

#

$L$#

(与室温组相比#

"

F

#

$L$>

#

""

F

#

$L$#

+

'

!

讨
!!

论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

,

/,&&

和
&&

随放置时间延长而

延长#而
ObN

水平无明显变化+特别是在标本放置
?B

以上

时#各标本
/,&&

和
&&

的延长#与即刻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标本放置
"B

以上时#

,&

亦明显延长#差异亦有统计学

意义+而抗凝血标本在放置
%B

后再分离#血浆的
,&

,

/,&&

,

&&

和
ObN

水平等指标已经有明显改变+

关于标本放置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既往的研究也报告

过类似的结果)

#.!

*

#但过去的研究多数只探讨抗凝血离心后的

血浆放置不同的时间对检验结果的影响#而未对离心前抗凝血

放置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进行探讨+在实际工作中#标本统

一送到检验科前常常会耽误较长时间+由于全血中的血小板

包含和分泌多种因子$其中包括凝血因子%#促进凝血反应#所

以这样的做法对检验结果可能有很大影响+本研究的检测结

果证实了上述这种推测#说明采血后及早送检,尽早分离血浆

对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保存温度对标本检测结果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多支持

T?c

下放置
%?B

对这些指标水平无明显影响)

%

#

?.>

*

#但较少

研究探讨
T%$c

下放置
%?B

这些指标检测结果是否出现明显

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留取血浆即刻检测结果相比#标本

T?c

下放置
%?B

这些指标水平未出现明显改变#

T%$c

下放

置
%?B

仅
/,&&

出现明显延长#而其他指标水平的变化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提示如果来不及检测血浆标本#一定要将血浆保

存在
T?c

的低温环境+考虑血浆标本冻融过程可能使部分凝

血因子,特别是因子
#

的水平和活性受到影响#所以要注意不要

在过低的温度中保存标本#避免标本出现冻融的过程+

标本存放的温度和时间不同#可影响凝血因子活性+有文

献报道
!% c

保存血浆
"

,

#%

,

%?B

因子
#

活性可分别消失

>$U

,

"$U

,

->U

#即使保存在
? c

也分别消失
>U

,

>>U

,

8$U

(因子
$

活性在
!%c

分别消失
%>U

,

?$U

,

R$U

#而在
?c

则仅损失
$U

,

>U

,

#$U

)

"

*

+该研究的结果阐明了标本放置时

间对
,&

,

/,&&

和
&&

测定值产生影响的机制+从既往研究

和本研究的结果还可看出#血浆标本放置时间超过
%B

时各指

标已经有变化#且放置
?B

以上各指标的变化更明显#基本均

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提示在放置过程#标本中的因

子
#

和因子
$

等凝血因子可能更早出现降解或$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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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年龄组是高危年龄组#应作为重点预防年龄段#应当开展

P,9

常规筛查#而且应定时跟踪检测+

本研究中
P,9

多重感染的比例为
#!L-%U

#以二重感染

为主#与相关文献结果)

#$

*一致+最常见的基因型是
P,9>R

,

#"

,

"

,

>%

,

!#

+有学者认为多重感染与宫颈病变有关+

P=

等)

##

*认为
P,9

多重感染者出现持续感染的危险性更大#而

P,9

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病变发生的原因#因此多重感染易导

致宫颈病变+

)CC

等)

#%

*认为#多重感染发生宫颈癌的概率比单

一型别感染者增加约
#L>

倍+本研究中检出
#

例非常少见的

八重感染#提示机体免疫机制清除病毒不利#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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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活+本研究结果提示#

,&

和
ObN

在放置过程检测结果变化

程度小于
/,&&

和
&&

这两个指标+

,&

主要反映外源性凝

血过程#不仅受因子
$

的影响#也受其他如因子
&

等外源性凝

血途径相关的凝血因子水平和活性的影响+研究显示#血浆放

置过程中因子
&

可能出现激活)

8

*

#这可能抵消放置过程因子
$

降解或失活的影响+

ObN

是血浆中含量最多的凝血因子+本

研究中#血浆在正常温度和低温下放置
ObN

水平均未出现明显

变化+国外
)E3F==

等)

R

*研究检测结果显示血浆
ObN"B

内相

对稳定+国内陈林兴和黄华)

%

*研究结果显示#

ObN

水平在标本

放置
>@

后仍未出现明显减低+联合这些研究结果和本研究

结果#考虑血浆放置过程
ObN

降解较慢#而标本放置过程中水

分蒸发甚至可使放置后血浆
ObN

检测结果比放置前有所增高+

综上所述#对于凝血功能
?

项指标的测定#采集标本后应

及时送检和尽快分离血浆+常温下血浆标本应在
%B

内完成

测定(

T?c

下血浆标本保存
%?B,&

,

/,&&

,

&&

和
ObN

等指

标测定结果未受影响#低温保存应注意避免标本冻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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