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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精神疾病患者血锂浓度监测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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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医院检验科
!

A',***

#

!!

"摘要#

!

目的
!

对该院应用碳酸锂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血锂浓度进行监测!为临床合理使用碳酸锂提供参考$

方法
!

对该院
)**B

年
'

月至
)*'*

年
')

月
AB(

例长期服用碳酸锂的患者进行回顾性调查$结果
!

AB(

例碳酸锂治

疗患者中!有
C'

例血锂浓度小
*8,*JJ<;

)

7

!

(,(

例在
*8,*

!

'8)*JJ<;

)

7

!

@

例大于
'8)*JJ<;

)

7

!提示有

C*8'(V

的患者达到用药浓度!

':8CCV

的患者未达到有效浓度!只有
'8BAV

的患者出现早期中毒症状$结论
!

该

院临床对碳酸锂的运用基本合理$

"关键词#

!

碳酸锂%

!

血药浓度%

!

精神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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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对
AB(

例服用碳酸锂患者的血锂浓度检测发现

C*8'(V

的患者血锂达到有效浓度#

':8CCV

的患者血锂没达到

有效治疗浓度#说明本院临床上对碳酸锂的使用非常谨慎#用

药基本合理#结合对患者碳酸锂溶度的常规监测#对患者进行

个体化用药指导#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择
)**B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住

院接受碳酸锂治疗的
AB(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A

岁#平均$

(C8':P:8)C

%岁)其中双相情

感障碍性精神分裂症
'A@

例#老年难治性抑郁症
C

例#躁狂症

)@(

例#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

例)治疗时#开始日量为
*8:B

!

'8*

=

#分
)

!

(

次口服#以后每隔
B

!

:H

调整一次剂量#逐渐

增加至治疗剂量#一般不超过
)8B

=

"

H

治疗剂量持续治疗
A

周

后递减至维持剂量$相当于治疗剂量的
'

"

)

%)

$8/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S6T!-

电解质分析仪及锂盐试剂

盒#质控品由省临床检验质控中心提供)

$8'

!

测定方法
!

固定给药时间和给药间隔#经
B8B

个半衰期

$

)

!

(H

%后#于末次服药前采血测定稳态浓度)将采集的血

液分离出血清后#用
S6T!-

仪器操作进行自动测定)

/

!

结
!!

果

当服药剂量小于
*8:B

=

"

H

时#血锂溶度主要在
*8,*

JJ<;

"

7

以下#当服药剂量在
'8**

!

'8B*

=

"

H

时#血锂溶度范

围主要在
*8,*

!

'8)*JJ<;

"

7

#而当服药剂量加大到
'8B

=

"

H

以上时有
,

例大于
'8)*JJ<;

"

7

#其中
(

例出现了早期中毒症

状)说明不同的碳酸锂日服量血锂浓度亦不同#日服量增大#

血锂浓度也随着增高#它们呈正相关关系#当日服血锂量不断

加大时#患者血锂溶度接近中毒溶度的风险也在增大)见

表
'

)

表
'

!

AB(

例患者日服碳酸锂量与血药浓度范围分布

药剂量

$

=

"

H

%

"

*8,*

$

JJ<;

"

7

%

*8,*

!

'8**

$

JJ<;

"

7

%

'8*'

!

'8)*

$

JJ<;

"

7

%

#

'8)*

$

JJ<;

"

7

%

*8)B

!

*8:B :C ', ' *

'8**

!

'8B* ) )C' B, (

#

'8B* ' A B ,

共计出现次数
C' (*' ,) @

由表
)

可以看出
AB(

例患者中#有
C'

例血锂溶度小于

*8,*JJ<;

"

7

#有
(,(

例溶度在
*8,*

!

'8)*JJ<;

"

7

#出现血锂

溶度大于
'8)*JJ<;

"

7

的只有
@

例#提示有
C*8'(V

的患者达

到用药浓度#

':8CCV

的患者未达到有效浓度#有
'8BAV

的患

者出现早期中毒症状#临床症状控制率达到
C*8:V

)

表
)

!

碳酸锂治疗患者血药浓度及临床疗效观察结果

项目
"

*8,*

$

JJ<;

"

7

%

*8,*

!

'8**

$

JJ<;

"

7

%

'8*'

!

'8)*

$

JJ<;

"

7

%

#

'8)*

$

JJ<;

"

7

%

总例数
C' (*' ,) @

症状控制数
'* )@* ,* ,

症状未控制数
:' '' ) (

出现早期中毒症状数
* * A A

'

!

讨
!!

论

碳酸锂作为情感稳定的一线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主要

用于治疗躁狂症并且对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的疗效也已

被广泛认可#治疗急性躁狂症时需要
:

!

'*H

)锂口服
'

!

)0

后#在肠道可迅速吸收达峰值浓度#然后逐渐下降)锂全部由

肾代谢#肾血浆消除率约
)*V

)肾小球滤过的锂有约
C*V

被

肾小管重吸收#血清半衰期为
C

!

)*0

#血清稳态水平形成需

B

!

:H

)锂的血清有效浓度范围很窄#一般为
*8,*

!

'8)*

JJ<;

"

7

#超过
'8A*JJ<;

"

7

可出现中毒反应+

'

,

#如出现意识

模糊*腱反射亢进*癫痫发作甚至休克*肾功能损害*心电图改

变等#发生的频率*严重程度与患者的年龄*用药剂量*疗程有

关)体内锂浓度过高会对患者的智力*神经和肾脏产生永久性

损害#这些损害在早期症状不很明显#易被临床忽略)而且#锂

离子从细胞内排出较慢#所以一旦中毒#持续时间较长)因此

精神科医师十分关注血锂浓度的变化#治疗期内应进行血锂监

测)本院碳酸锂较为常用#为监测和控制碳酸锂应用#帮助调

节治疗量及维持量#及时发现急性锂中毒#实现最佳个体用药

方案)治疗期间#每间隔
'

周测量血锂
'

次#维持治疗期间可

每月测定
'

次+

)

,取血时间应在每日晨即末次服药后
')0

左

右)临床在应用锂治疗疾病过程中#要反复测定锂的浓度来监

测治疗过程#以确保用药安全)

本研究同时发现以血锂浓度检测来评估患者是否中毒并

不完全可靠 #部分病例出现中毒症状但血锂浓度仍在正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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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表
)

中
,)

例血锂浓度在
'8*'

!

'8)*JJ<;

"

7

的患者中#

有
B

例出现了轻*中度中毒症状#因此不能仅依据血锂浓度未

达到
'8)*JJ<;

"

7

而忽视了中毒症状)本院检验科设定血锂

浓度报警线为
'8**JJ<;

"

7

非常切合临床实际)尤其在进食

差*呕吐*腹泻等引起血容量减少的情况下#需要注意调整碳酸

锂剂量)

由于临床上一般采用经验性的固定常规剂量给药方法#而

血锂浓度的个体差异很大#如给予同样的常规剂量#有的患者

尚未达到有效浓度#而有的患者已发生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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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静脉血标本放置时间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

张
!

丹"河南省西平县中医院
!

A,(@**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抗凝静脉血样品放置时间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方法
!

抽取静脉血置乙二胺四乙酸

二钾"

N61-3[

)

#抗凝管中!分别在
:

个时间点测试分析结果$结果
!

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白细胞"

R̀!

#&红细

胞"

4R!

#&血红蛋白"

5M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B

#!血小板体积"

S/W

#随着时间的延长明显增加"

!

"

*8*B

#!

/71

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下降$结论
!

经
N61-3[

)

抗凝静脉血!

C0

内测定结果可以满足日常常规检验工

作需求!但
S/W

在
'0

内测定值最佳$

"关键词#

!

血细胞分析仪%

!

放置时间%

!

抗凝静脉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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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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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3@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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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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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一般要求测定抗凝静脉血#以保证测

试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多数医院由于患者较多#往往从早

上
,

点就开始抽血#就面临着抗凝血标本放置过久的问题)为

了探讨抗凝静脉血放置时间对血细胞分析结果有无影响#本文

采集了门诊健康体检人员的静脉血#抗凝后在不同时间段进行

对比试验#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仪器型号和试剂来源
!

迈瑞公司
R!3(***

血细胞分析仪

及配套试剂#按仪器操作说明进行)

$8/

!

标本来源
!

健康体检人员
(*

例#其中男
'B

例#女
'B

例#

年龄
'C

!

AC

岁)

$8'

!

方法
!

抽取健康体检人员静脉血
)8*J7

于乙二胺四乙

酸二钾$

N61-3[

)

%真空采血管内#充分颠倒混匀后立即上机

检测#然后将标本置于室温$

'B

!

)B b

%环境下静置#在
(*

J&$

*

'0

*

)0

*

A0

*

C0

*

)A0

时间点上分别检测#测定前应将静

脉血样品按照全血质控品颠倒混匀的要求#轻轻颠倒混匀#每

个时间点上连测
(

次#取其平均值)

/

!

结
!!

果

(*

例标本在不同的时间点测得的白细胞$

R̀!

%*淋巴细

胞百分比$

7

+

J

G

0V

%*中间型细胞$

S&HV

%*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

"2E$V

%*血红蛋白含量$

5M

%*红细胞$

4R!

%*血细胞比容

$

5?>

%*红细胞平均容积$

S!W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

S!5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S!5!

%*血小板$

/71

%*

血小板平均体积$

S/W

%结果见表
'

)综合分析
(*

例标本在不

同时间点测得血细胞计数
')

项参数#可见
R̀!

虽有逐渐升

高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T6V

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

渐升高#

)A0ST6V

明显升高$

!

"

*8*B

%(

4R!

和
5M

较稳定#

)A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

/71

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

下降#

S/W

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加$

!

"

*8*B

%#其余各项

参数无显著变化)

表
'

!

不同时间点血细胞
')

项参数测定结果平均值

参数
*0 *8B0 '0 )0 A0 C0 )A0

`R!

$

e'*

@

"

7

%

,8*B ,8'' ,8'A ,8': ,8)' ,8)A ,8))

7

+

J

G

0V ()8A ()8, ()8: ()8C ()8B ('8@ ()8:

S&HV B8@ B8, B8: B8: B8@ ,8( :8A

"2E$V ,'8: ,'8C ,'8, ,'8B ,)8* ,'8C B@8@

5M

$

=

"

7

%

'AC 'AC 'A@ 'AC 'A@ 'A@ 'B*

4R!

$

e'*

')

"

7

%

A8C) A8C* A8C( A8C( A8C: A8C: A8C:

5!1

$

V

%

*8A(A*8A(B*8A(A*8A(B*8A(B*8A(:*8A(:

S!W

$

I7

%

@*8C @*8, C@8@ @*8' C@8( C@8: C@8:

S!5

$

G=

%

(*8: (*8C (*8C (*8, (*8, (*8, (*8C

S!5!

$

=

"

7

%

(A' (A* (A( (A* (A( (A' (A(

/71

$$

e'*

@

"

7

%

)'@ )'A )') )'* )*A '@C 'C:

S/W

$

I7

%

'*8' '*8A '*8A ''8' ''8, ')8( '(8'

'

!

讨
!!

论

'8$

!

从本次实验结果来看#使用迈瑞
R!3(***

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测定抗凝静脉血#除
S/W

外#

C0

测定结果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8/

!

R̀!

各参数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以

ST6V

变化最显著#

)A0

明显升高$

!

"

*8*B

%#这是因为随着

时间延长#受渗透压的影响#导致了
R̀!

的体积发生了改变#

使中间型细胞的比例增加所致)

'8'

!

在所有参数中
S/W

变化最为显著#这与血小板的结构

和生理功能有关)血液离开人体后#由于渗透压和其他外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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