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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应采取措施避免溶血标本的发生!如发生了标本溶血!应采取样

品空白以减少溶血的影响!最好是重新采血以确保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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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临床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有很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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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是临床生

化检验中最常见的一种影响和干扰因素#本文结合有关溶血对

部分常规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对溶血原因及溶血后的处

理方法进行了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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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可分为体内溶血和体外溶血#体内溶血可由物理因素

$如人工心脏瓣膜或大血管手术后%,生物因素$恶性疟疾%,药

物因素,配血不合引起的输血反应等因素引起(体外溶血可由

物理因素$机械性破坏,冻疮%,化学因素$如血样接触活性剂%

和代谢因素$如遗传性疾病引起的红细胞脆性增加%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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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溶血对不同生化检测项目结果的影响机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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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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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外成分浓度差的干扰#溶血后

细胞内浓度含量高的物质#如酶类,血红蛋白,离子等顺浓度差

溢出#使测定值明显高于正常标本(溶血后细胞内浓度低的物

质#如脂蛋白,钠等稀释了血浆标本#反而使测定值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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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外液成分之间反应的干扰+$

,

%有色物质对吸收光

谱的干扰#血红蛋白的颜色影响原实验最佳波长的选择#造成

吸光度和散光度产生较大误差#尤其是终点法影响更大+干扰

结果有正,负
.

个方面#当被测溶液的颜色与有色物质的颜色

接近时发生正干扰#而与有色物质的颜色相关较远时产生负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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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可引起常用生化检验项目结果的误差#为减少失误和

误差#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应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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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临床医护人员重视规范性采血#在采血过程中严格按照操作

技术规范进行#采血器具应保持清洁和干净#止血带不宜扎得

过紧过久#血液采集后应尽早离心使血浆分离出来#血液放置

时间不宜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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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溶血标本#主动与临床联系#结

合临床首先排除体内溶血的可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重

新采集标本#否则应在检验报告单上注明溶血程度#以提醒临

床医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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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学上克服或减少溶血的干扰#如通

过设置样品空白或改用双波长比色#对参与某一分析法化学反

应的溶血干扰#只能是改变所用试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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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自动生化仪的普及#检验标本是否溶血已经成为临

床生化检验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溶血对临床生化检验结

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干扰#在检验工作中应尽量避免溶血标

本对检验结果的影响#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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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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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管在电视胸腔镜辅助小切口治疗肺大疱中临床应用探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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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电视胸腔镜辅助小切口行肺大疱切除术后安放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患者的

资料$结果
!

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术可缩短患者胸壁疼痛时间!且能较好地引流尽胸腔内残气'残液!患肺能在短

时间内复张$结论
!

应用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术对电视胸腔镜辅助小切口行肺大疱切除治疗能有效引流手术侧残

气'残液!促进患肺的复张!较传统胸腔闭式引流能减轻患者痛苦!是一种可以在基础医院普及的胸腔闭式引流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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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大疱患者#均采用电视胸腔

镜辅助小切口治疗肺大疱#术后采用改良胸腔闭式引流#现总

结其临床经验#对治疗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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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发性或创伤气胸经计算机断层扫描证实

为肺大疱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全部为男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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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合并肋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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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双肺肺大疱#术后均

采用本科室改良胸腔闭式引流术+胸腔闭式引流管型号为
.3

号#联合一次性胸腔引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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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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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所有患者于患侧腋中线第
$

肋间放置

.3

号胸腔闭式引流管
"

根+术中于患侧腋中线第
!

肋间#做
"

个长约
2

#

QD0

切口至胸腔作为操作口#拔出术前安放的胸腔

闭式引流管作为光源口#并插入胸腔镜探查全胸腔情况+找到

肺大疱后肺大疱基底下方以一次性切割缝合器及钉仓切除肺

大疱+术毕所有患者于术前第
$

肋间光源切口放置
.3

号胸腔

闭式引流管
"

条+放置引流管前#首先根据患者胸腔纵径将引

流管中段剪几个侧孔以利于下胸腔引流液体#将胸腔镜镜头通

过第
!

肋间操作孔将引流管远端尽量放置靠近胸顶+将三角

针弄直#穿单根
$

号线穿透上胸壁后将胸引管远端固定在内侧

胸壁#对应外胸壁将小纱布折叠数层#三角针穿透纱布#将
$

号

线打结固定+外接一次性胸腔引流瓶#最后固定第
$

肋间胸引

管于胸壁#并在胸引管处以水平褥式缝合预埋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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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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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手术均获得成功#术后放置胸管时间
!2

#

!#8

>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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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

例老年患者由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

质差导致术后有漏气现象#术后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时间超过

..#>

(患者均能耐受单根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管(引流口疼痛

缓解时间
!

#

"!6

#平均
,-!6

(术后患者复查胸部
^

线片#患

肺复张时间平均
.-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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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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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肺大疱手术目的就在于切除肺大疱封闭漏气和避免自发

性气胸复发+高效引流胸腔内积气,积液#减轻患者术后痛苦#

缩短术后拔管时间是每个胸外科医生追求的目标+本课题所

有患者均采用电视胸腔镜辅助小切口治疗肺大疱#采用患侧腋

中线第
!

肋间作切口#术后患者双手自然下垂时上肢自然遮挡

手术切口有效地达到美观的目的)

"

*

+更为重要的是术后安放

单根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管#将胸引管远端尽量靠近胸顶$不

接触胸顶%#术后患者半卧位时#残气位于患肺上侧胸膜腔#

远端胸引管侧孔能有效地引尽残气#并且将插入的胸腔闭式

引流管在胸腔镜的辅助下用粗线将胸引管固定在胸壁#有效

减少了患者肺的复张与胸引管的碰撞而产生的剧烈疼痛+同

时#根据患者胸腔纵径大小于胸腔闭式引流管中段剪取数个

侧孔#以达到引流胸腔积液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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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大部分患者复查

胸部
^

线片发现#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管均能在较短时间内

引流出残气及胸腔积液#能在较短时间内拔出胸腔闭式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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