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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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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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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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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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血小板发生肿胀和结构变异#使
S/W

增大#时间越

长变化越显著#有学者认为
S/W

测定必须在
'0

内完成才能

反映体内血小板状况+

'

,

)血小板随时间的延长#有所下降#这

与血小板易聚集#易破坏的特性有关)国内有报道用全自动血

细胞分析仪测定末梢血#

'0

血小板计数即显著升高+

)

,

)

'81

!

R̀!

和
5M

结果
)A0

内较稳定)有研究+

(3B

,认为#用全

自动血细胞计数仪计数血细胞时#抗凝血采集后在室温中贮存

不能超过
,0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抗凝静脉血室温
C0

以内#

结果是可以满足临床常规需要的)

综上所述#抗凝静脉血标本在室温下#虽然各参数在放置

一定时间后有所改变#但在
C0

内的结果是可以满足临床常规

需要的#但要使分析结果最满意#应在
'0

内测定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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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临床意义及防治措施

颜进明!李
!

明!王
!

超!刘跃平!徐
!

静"解放军第
A::

医院检验科!湖北襄阳
!

A'***(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1̂ 4!5

测定的临床意义及防治措施$方法
!

收集本院
)('

例孕期妇女
1̂ 4!5

检查资

料$结果
!

T

=

"

阳性例数要高于
T

=

S

阳性例数!且
1̂ gT

=

S

&

T

=

"

阳性例数明显高于其他三类病毒$结论
!

1̂ 4!5

的测定与优生优育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

1̂ 4!5

%

!

孕妇%

!

优生优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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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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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5

是一组病原微生物的英文名称缩写#其中
1̂ g

是弓形虫#

4W

$

4FM#;;E8W&2F%

%是风疹病毒#

!SW

$

!

+

><J#

=

E3

;<8W&2F%

%是巨细胞#

5

$

5#2

G

#%8W&2F%

%即是单纯疱疹病毒#

5

又可分为两型#即
5QW3

'

型和
5QW3

(

型)当机体从不同的

途径感染上述病原体后血清中就可以产生相应的抗体
T

=

S

和

T

=

"

*

T

=

"

检测阳性主要用以说明曾经感染过这种病毒#或接种

过疫苗#并且已产生免疫力#胎儿感染的可能性很小)而
T

=

S

检测阳性则表明近期感染过或为急性感染#但也可能是其他干

扰因素造成的
T

=

S

假阳性)

1̂ g

可导致先天性弓形虫病#孕早期弓形虫感染引起的

胎儿畸形主要包括!脑积水*小脑畸形*脉络膜视网膜炎及脑钙

化)血行感染可引起胎儿多器官坏死性损害#如肝脾大*心肌

炎及血小板减少症等)目前流行饲养宠物#弓形虫可因人们接

触了含有卵囊的猫粪而传染#这也许是近年来弓形体病发病率

增高的因素之一)

4W

是一种呼吸道病毒#其传播途径主要为

呼吸道#通常只引起轻度的青春期疾病#但是#孕早期感
4W

通

过胎盘可感染胎儿#引起流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及先天性风

疹综合征+

'

,

)

!SW

在孕早期感染可引起流产及胎死(孕中晚

期感染科引起胎儿黄疸*肝脾大*小脑畸形*脑积水*脑软化*白

内障*巨细胞病毒肺炎*先天性心脏病*唇裂*腭裂等)

5QW

在

孕早期感染后会引起流产或胎儿畸形#它的致畸作用较巨细胞

病毒感染弱)常见的畸形有眼部畸形$如小眼球*独眼*白内障

及视乳头萎缩%*神经系统功能缺陷$如大脑皮质萎缩及痴呆%

及骨骼和皮肤损伤+

)

,

)笔者收集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妇产科及妇科门诊检查
1̂ 4!5

系列孕妇的检查结果#

现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8$

!

标本来源
!

检查对象均来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及门诊孕妇#共
)('

例)

$8/

!

标本的采集
!

所有的检测
1̂ 4!5

的标本均采集在红

色帽干燥管中#不含任何抗凝剂#标本量约
AJ7

#采集完毕
)0

内送检验科)

$8'

!

方法
!

1̂ 4!5

系列
T

=

S

抗体*

T

=

"

抗体的检查方法为

酶联免疫吸附法#使用的是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

试剂)

/

!

结
!!

果

1̂ 4!5

检查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见#

1̂ 4!5

检查中

T

=

S

阳性例数明显低于
T

=

"

阳性例数#且
1̂ gT

=

S

*

T

=

"

阳性

例数明显高于其他
(

类病毒)

表
'

!

1̂ 4!5

检测结果%

0

&

项目
5QW3

(

T

=

S T

=

"

!SW

T

=

S T

=

"

4W

T

=

S T

=

"

1̂ g

T

=

S T

=

"

阳性
( )( ) '' A ') 'B (:

阴性
))C )*C ))@ ))* )): )'@ )', '@A

'

!

讨
!!

论

1̂ 4!5

是一组引起胎儿宫内感染并致畸或发育异常的

常见病原体+

(

,

)表
'

中
T

=

S

阳性例数明显低于同类
T

=

"

阳性

例数#说明此类孕妇大部分是既往感染)而
1̂ g

阳性例数明

显要高于其他
(

类#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与目前流行饲养宠物#

如猫等#弓形虫可因人们接触了含有卵囊的猫粪而传染)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防治弓形虫感染!$

'

%注意饮食卫生#肉类要充

分煮熟#同时预防熟食污染)$

)

%猫一定要养在家里#喂成品猫

粮或熟食#不让外出捕食)$

(

%注意宠物卫生#每天清除猫粪#

处理猫粪后要用肥皂认真洗手)$

A

%孕妇要避免接触猫#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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