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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比较血气分析仪和自动生化分析仪对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差异!为临床判断提供依据&方法
!

观察

!%%

例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同时抽取静脉血和动脉血分别应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血气分析仪检测电解质结果$数据

采用
STSS!&#%

统计软件分析&结果
!

通过对
!%%

对样本分析!动脉血气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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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钾离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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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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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钾离子结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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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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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检测钠离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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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钠离子结果为"

!$"#+"L.#(%

%

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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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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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

危急情况下可以依据动脉血气分析仪检测的钠离子结果!及时作出病情判断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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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检查是重症监护病房$

Ôe

&患者及急诊科危急患

者的一项常规检查#通常血清电解质检查由医院检验科的自动

生化分析仪$

**

&检测#一般三级医院急查电解质出报告时间

平均需要
!'

%

&%9?7

#需要依靠电解质结果才能迅速作出的病

情判断只能推迟或盲目判断*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检验技术

的发展#现代的床旁便携式动脉血气分析仪$

*Xa

&同时也能

检测电解质#但因缺少与
**

检测一致性的对比观察#该结果

很少直接应用于临床判断*本实验目的在于比较血气分析仪

和
**

对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差异#为临床判断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

-

月入住本院
Ôe

的患者
!%%

例*同时抽取患者
"

份血标本#分别用
aKNT519?15&%%%

血

气分析仪和贝克曼
e7?O14]2O.%%S

@

7B=507

全自动生化分析

系统检测电解质#

aKNT519?15&%%%

血气分析仪位于中心重

症监护病房内#贝克曼
e7?O14]2O.%%S

@

7B=507

全自动生化

分析系统位于医院检验科*

$#/

!

方法
!

由同一
Ôe

单元受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抽血#

"

种分析仪在每一检测周期均依照仪器质量控制要求进行校

准%操作者在抽取及处理血标本前戴乳胶手套#而不是操作之

前使用快速手消毒液.

!

/

%

!%%

对标本中静脉血采用
**

分析#

*Xa

分析*

$#'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软件为
STSS!&#%

#获得的钠离子和钾

离子数值采用配对
2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Xa

检测钾离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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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钾离子结果$

&#.$L%#'+

&

9904

"

M

#钾离子最大差异为
!#'

9904

"

M

#最小差异为
%

*差异平均值为
%#!'9904

"

M

#标准差

为
%#&!9904

"

M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

系数
3

为
%#.'

$

!

#

%#%!

&*结果显示
*Xa

检测的钾离子有

+')

低于
**

检测结果*

按照检验科的检测结果将钾离子组进行亚组分析!

&#'

%

'#'9904

"

M

为正常血钾组#高于
'#'9904

"

M

为高钾血症组#

低于
&#'9904

"

M

为低钾血症组*在正常血钾组#两种检测方

法所得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差异平均值为

%#!(9904

"

M

#在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订案$

eSOM̂*

&

"%%(

年版允许范围之内!即钾离子检测结果与靶值相差
%#'9904

"

M

以内#见表
!

*低钾血症组和高钾血症组两种检测结果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在高钾血症组样本量较小$

'U

"

&#不易发现其差异*

表
!

!

**

和
*Xa

检测钾离子结果差异分组分析&

9904

*

M

'

组别
'

差异平均值 差异标准差 最大差异 最小差异

高钾血症组
"( %#.$ %#(( !#'% %#"

正常血钾组
'. %#!( %#%& %#-% %#%

低钾血症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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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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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Xa

检测钠离子结果平均相差
!#!-9904

"

M

#标

准差为
%#'.9904

"

M

%

*Xa

检测钠离子结果$

!$!#'&L-#.(

&

9904

"

M

#

**

检测钠离子结果$

!$"#+"L.#(%

&

9904

"

M

#两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钠离子最大差异为
.#'9904

"

M

#最小差异为
%9904

"

M

%相关系数
3

为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结果显示
*Xa

检测的钾离子有
'-)

低于

**

检测结果*

按照检验科的检测结果将钠离子分组!

!&'

%

!$'9904

"

M

作为正常血钠组#高于
!$'9904

"

M

为高钠血症组#低于
!&'

9904

"

M

为低钠血症组*各亚组的差异均低于
eSOM̂*"%%(

年版指南要求钠离子与靶值相差
$9904

"

M

的标准#见表
"

*

表
"

!

**

和
*Xa

检测钠离子结果差异分组分析&

9904

*

M

'

组别
'

差异平均值 差异标准差 最大差异 最小差异

高钠血症组
"( !#&% %#(' .#' %#%

正常血钠组
'. !#". %#&( +#$ %#%

低钠血症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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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床旁分析仪能给临床重症医学科室医生和急诊医生带来

巨大帮助#能使医生对病情作出快速诊断#尤其当检查结果超

出正常范围时#快速获得检验结果尤其重要*目前多种床旁检

测仪器已经广泛应用于急诊抢救)

Ôe

)手术室等*

全
**

和便携式
*Xa

的主要差异在于出报告时间长短#

危急情况下便携式血气分析仪的时间优势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另外血气分析仪对电解质的检测结果不受血清蛋白水平的

影响#这是在对危重患者检测时的另一优势.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全
**

和便携式
*Xa

检测方法有

所不同#但两种仪器检测的钠离子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

此可以认为
*Xa

检测的钠离子水平是可靠的#可以依据该血

钠水平作出相应的疾病判断*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能完全依靠
*Xa

检测的钾离子结果

进行临床病情判断#尽管在正常血钾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但该差异在
eSOM̂*

指南允许范围内#而在需要临床处理

的高钾血症组和低钾血症组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先前的

研究相同.

$

/

*

从化学角度分析存在于两种检测方法之间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

!

&

*Xa

应用的肝素增加样本容量#从而降低电解质检

测结果%$

"

&大量的肝素本身与电解质结合#从而降低
*Xa

电

解质检测值%$

&

&凝血过程中血小板破裂释放钾#是血浆或全血

钾离子与血清钾离子偏低的另一原因#而钠的测定受溶血影响

较小.

'

/

*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该结果仅来源于一台
**

仪和一台

*Xa

仪#但之前的研究显示不同牌子的血气分析仪所得数据

具有高度统计学一致性.

(

/

%

*Xa

样本的另一局限性是应用的

注射器为通常使用的混有液体肝素的试管#如果使用干燥的肝

素试管减少样本稀释#可能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总之#该研究认为缺少其他专用电解质床旁检测仪时#

*Xa

能够正确提供钠离子水平%而对钾离子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需要进一步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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