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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放置方式对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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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摘要#

!

目的
!

对采用不同放置时间对血液中的多项生化指标进行检测的作用进行研究分析$方法
!

抽取

.##Q

年
3

月至
.#""

年
3

月来胜利石油管理局河口医院就诊的
8#

例接受血液检验的患者!将其分为
)

'

&

两组!平

均每组
!2

例$

)

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即刻检测%

&

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保存
.6

后进行检测$对两组患者的血液标

本检测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19

#'总胆红素"

9&P1

#'梅毒螺旋体"

9V

#'血尿素氮"

&4S

#'血清肌酐"

OW

#'尿酸

"

4)

#'血糖"

Z14

#'清蛋白"

)1&

#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

&

组患者的
)19

'

9&P1

'

&4S

水平明显低于
)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该组患者的其他
2

项指标略低于
)

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5

%

#-#2

#$结论
!

接受血液检测患者的血液标本在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导致
)19

'

&4S

'

9&P1

水平明显下

降!导致无法检测出准确值!但对
9V

'

OW

'

4)

'

Z14

'

)1&

等
2

项指标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基本可以测得准

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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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测的血液标本的保存是临床医学检验分析过程中#对

其质量进行有效控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血液标本的具体放

置时间及方式#对检测得到的生化指标具体值所产生的影响及

其原因是目前临床医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焦点性课题)

.

*

+

为了对采用不同放置时间对血液中的多项生化指标进行检测

的作用进行研究分析#使临床对血清检测过程中的各项指标的

变化特点有充分的了解#为临床提供对患者进行血清检测的最

佳方式#使血液检测过程中得到的各项指标的具体值更加真

实#作者进行了本次研究+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抽取
.##Q

年

3

月至
.#""

年
3

月内来本院就诊的
8#

例接受血液检验的患

者血液标本#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即刻检验和放置
.6

后

进行检验#对两组患者的血液标本检测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19

%,总 胆 红 素 $

9&P1

%,梅 毒 螺 旋 体 $

9V

%,血 尿 素 氮

$

&4S

%,血清肌酐$

OW

%,尿酸$

4)

%,血糖$

Z14

%,清蛋白

$

)1&

%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现将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临床研究过程中常用的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
.##Q

年
3

月至
.#""

年
3

月内来本院就诊的
8#

例接受血

液检验的患者#随机将其分为两组+

)

组$即刻检测%患者
..

#

$3

岁#平均
!,-Q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

组$标本放量

.6

检测%患者
."

#

$Q

岁#平均
!!-3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抽样患者所有自然资料#统计学差异并不明显#在研究过程中

可以进行比较分析+所有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均经过相关的临

床检查后确诊+

$-/

!

方法
!

将抽样中的
8#

例临床患者病例资料#

)

,

&

组各

!2

例+

)

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即刻检测进行检测(

&

组患者的

血液标本在保存
.6

后进行检测+对两组患者的血液标本检

测的
)19

,

9&P1

,

9V

,

&4S

,

OW

,

4)

,

Z14

,

)1&

水平进行比

较分析+

$-'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均采用
IVII"!-#

统计学数据处

理软件进行处理分析#以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经研究发现#

&

组患者的
)19

,

9&P1

,

&4S

水平明显低于

)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

&

组患者的
OW

,

4)

高低于
)

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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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血液
2

项检测情况比较

组别
) )19

$

4

"

1

%

9&P1

$

!

0:A

"

1

%

&4S

$

00:A

"

1

%

OW

$

!

0:A

"

1

%

4)

$

!

0:A

"

1

%

)

组
!2 .#-!]"2-Q "$-,]2-$ 3-8]"-3 Q3-8]Q-! .!,-#]$"-#

&

组
!2 ".-Q]"#-2 ",-2]!-Q 2-2].-" Q$-.]$-3 .2"-#]3Q-#

5 _

$

#-#2

$

#-#2

$

#-#2

%

#-#2

%

#-#2

!!

注!

_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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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血液标本在放置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加盖#但到
.

周

时#

9V

检测值会显著增高#到
"

个月的时候
9V

检测值会出现

异常增高现象)

,

*

+相关研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

能是由于在
_"Q

#

_..T

的条件下标本中所含的水分已经被

全部吸收#导致标本发生严重的浓缩现象+假如标本的存放量

相对较少#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影响也会明显增加#在同一批

的标本中血清量在
#-201

以上者#均没有出现上述情况#因

此如果将待检测的血清标本放置在
_"Q

#

_..T

的状态下#血

清的含量应该尽可能的增多)

!

*

+

在对血清标本中的
)19

水平进行检测的整个过程中#如

果待检测血清在
_!T

的状态下保存
"

个星期#相关酶的生理

的活性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但也有相关文献报道称#经冷冻

处理过的血清标本的
)91

活性的下降趋势会比较明显#已经

超出了实验室所允许的误差规定范围#本次研究结果也支持这

一观点)

2

*

+经过冷冻处理
"

周或
.6

的血液标本的
)19

水平

的变化幅度虽然在实验室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但相关酶的生

理活性会极不稳定)

3

*

+

待检测的血液在冰箱进行保存#其内部的胆红素可以稳定

,6

左右#在
_$#T

的条件下在暗处进行保存#可使这一指标

的水平在
,

个月之内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本次实验

研究的过程中#血液标本置在
_"Q

#

_..T

状态下保存
.6

之

后#其
9&P1

水平会明显下降+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出现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标本在保存的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

避光措施所致+而相关文献报道称#血液标本在保存
"

个月之

后#其
9&P1

水平又会明显回升#对于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

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和实验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全血中所含的葡萄糖会发生分解代谢反应#变化频率为每

小时降低
2X

+如果在采血后对血液立即进行离心出现#将血

浆充分分离出来#并在
.

#

QT

的条件下进行保存#血浆中所含

的葡萄糖至少可以在
,6

之内保持相对稳定+本次研究的结

果充分表明#经过冷冻保存处理
$6

后的血液标本中的葡萄糖

的稳定性最为理想#经过冷冻保存处理
.6

后的血液标本中所

含的葡萄糖水平虽然略有下降#但仍在实验室所允许的误差范

围内+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待测血液中的
OW

,

4)

水平由于影响

因素相对较少#在进行冰冻保存处理的标本中#此两种物质的

水平相对比较稳定#经过临床处理
.6

后的血液标本#对
OW

,

4)

水平进行检验的检测值比较重复性仍比较理想+

待测的血液标本在
_"Q

#

_.. T

的状态下保存
.6

后

9V

,

)1&

,

Z14

,

OW

,

4)

的检测结果与即刻检测值进行比较#

其差异虽然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实验室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而

)19

,

9&P1

,

&4S

的结果与即刻检测的结果进行比较#差异不

仅有统计学意义$

5

$

#-#2

%#也已经完全超出了实验室所允许

的误差范围+因此#对血液中的酶类和
&4S

进行检测时#不

应该对血液标本进行冷冻保存处理(需要对血液中的
9&P1

进

行检测的标本要在冰冻避光的条件下进行保存+

总而言之#接受血液检测的患者血液标本在放置一段时间

后#会导致
)19

,

&4S

,

9&P1

水平明显下降#导致无法检测出

准确值#但对
9V

,

OW

,

4)

,

Z14

,

)1&

等
2

项指标不会造成特

别大的影响#基本可以测得准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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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工作的基本内容

按工作性质及其先后顺序#可将医学统计工作分为实验设计,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实验设计是开展某项医

学研究工作的关键#包括医学专业设计和统计学设计#医学专业设计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样本含量,获取

样本的方法,分组原则,观察$检测%指标,统计方法等+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各种试验,检测或调查#要求资料完整,准确,及

时,有足够数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等+整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的检查与核对,对资料进行分组与汇总等+分析资料即对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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