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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不同处理因素对部分生化项目的影响

胡鹤娟，徐银根，徐喜林，张雅娟（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检验药学系，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要】　目的　探讨标本不同处理因素对部分生化检验项目的影响。方法　血液标本立即检测设为对照组，

（１）标本放置３、７、２４ｈ后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碱性磷酸酶（ＡＬＰ）、γ谷

氨酰转肽酶（ＧＧＴ）、乳酸脱氢酶（ＬＤＨ）；（２）全血保存和血清分离保存４℃２４ｈ，检测ＡＬＴ、ＬＤＨ、血糖（ＧＬＵ）；（３）

密封保存和未密封保存检测 ＡＬＰ。结果　（１）对照组、标本放置３、７、２４ｈ各组 ＡＬＴ检测结果分别是（１６．００±

６．４８）、（１６．０１±６．７２）、（１６．３７±６．９２）、（１６．５７±７．０９）Ｕ／Ｌ，均犘＞０．０５；ＡＳＴ （１８．３±４．７２）、（１８．２±４．６８）、

（１９．１±４．３３）、（１７．８±４．７５）Ｕ／Ｌ，均犘＞０．０５；ＡＬＰ（７８．１±１６．２８）、（７７．１±１５．８２）、（７８．２±１６．５５）、（７７．４±

１６．１５）Ｕ／Ｌ，均犘＞０．０５；ＧＧＴ（１１．４±５．６２）、（１１．３±５．６５）、（１２．０±５．３３）、（１２．０±５．６９）Ｕ／Ｌ，均犘＞０．０５；ＬＤＨ

（１８３．８±２１．９６）、（１８３．３±２２．７４）（犘＞０．０５）、（１８８．４±２５．１５）（犘＜０．０１）、（１９６．２±２６．４１）Ｕ／Ｌ（犘＜０．０１）；（２）对

照组、全血保存、血清分离保存各组：ＡＬＴ（１１．２９±３．１９）、（１２．１４±３．０７）、（１１．４１±２．９７）Ｕ／Ｌ，均犘＞０．０５；ＬＤＨ

（１９４．８３±２７．０９）、（２１７．４１±２８．３５）（犘＜０．０１）、（２０２．７５±２７．２２）Ｕ／Ｌ（犘＞０．０５）；ＧＬＵ （４．８８±０．６８）、（３．３０±

０．８１）（犘＜０．０１）、（５．０８±０．８０）ｍｍｏｌ／Ｌ（犘＞０．０５）；（３）密封保存：对照组、全血保存、血清保存 ＡＬＰ（７４．３３±

１１．７９）、（７４．６０±１２．０５）、（７４．６６±１１．６１）Ｕ／Ｌ（均犘＞０．０５）；未密封保存：对照组、全血保存、血清保存 ＡＬＰ

（７０．８０±７．８５）、（８５．８６±６．６５）（犘＜０．０１）、（９２．６０±５．６７）Ｕ／Ｌ（犘＜０．０１）。结论　标本放置３、７、２４ｈ对 ＡＬＴ、

ＡＳＴ、ＡＬＰ、ＧＧＴ检测无明显影响，放置７、２４ｈ对ＬＤＨ检测有显著影响；全血保存２４ｈ对ＬＤＨ、ＧＬＵ结果存在明

显差异；未密封保存对生化指标有明显影响。应注意分析前质量控制，降低分析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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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ａｎｄ２４ｈｏｕｒｓｗｅｒｅ１１．４±５．６２，１１．３±５．６５，１２．０±５．３３，１２．０±５．６９（犘＞０．０５）．ＬＤＨ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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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１２．１４±３．０７，１１．４１±２．９７（犘＞０．０５）．ＬＤＨ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ｍｐｌｅ，ｂｌｏｏ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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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ｏ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ｅｒｅ４．８８±０．６８，３．３０±０．８１（犘＜０．０１），５．０８±０．８０（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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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生化检验在辅助临床医生诊断疾病、观察疗效等医疗

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日常检测中常存在一些分析误差，

甚至超过病情变化，导致检验结果不准确。影响生化检验结果

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标本因素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血

液标本采集后若不能及时检测，其放置时间，是否封闭放置保

存，是否血清分离放置保存都可能影响检验结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　健康成年人静脉血液标本。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日立７０２０型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使用德

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相关分析试剂和质控血清

（ＴｒｕＬａｂＮ复合定值质控血清Ｌｏｔ．Ｎｏ．１５２０７）及标准品（Ｔｒｕ

ＣａｌＵ复合校准血清Ｌｏｔ．Ｎｏ．６４８０）。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放置时间对部分项目的影响　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碱性磷酸酶（ＡＬＰ）、γ

谷氨酰转肽酶（ＧＧＴ）、乳酸脱氢酶（ＬＤＨ）为分析项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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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１］，静脉采集血液标本后，静置２０

ｍｉｎ待血液收缩，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立即检

测，作为对照组；３ｈ组：静脉血室温放置３ｈ后离心，检测血

清；７ｈ组：静脉血室温放置７ｈ后离心，检测血清；２４ｈ组：静

脉血室温放置２４ｈ后离心，检测血清。

１．３．２　全血保存与血清分离保存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以

ＡＬＴ、ＬＤＨ、血糖（ＧＬＵ）为例，对照组：根据操作规程，血液标

本采集后，静置２０ｍｉｎ待血块收缩，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

分离血清，立即检测；全血保存组：全血４℃保存２４ｈ离心，检

测血清；血清保存组：血液标本分离出血清，４℃保存２４ｈ，检

测血清。

１．３．３　是否密封保存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以ＡＬＰ为例，对照

组：根据操作规程，血液标本采集后，静置２０ｍｉｎ待血块收缩，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立即检测；实验组１：加盖

密封全血４℃保存２４ｈ离心，检测血清；实验组２：分离出血

清，加盖密封４℃保存２４ｈ，检测血清；实验组３：全血未密封４

℃保存２４ｈ，检测血清；实验组４：分离出血清后，未密封４℃

保存２４ｈ，检测血清。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经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配对

狋检验处理。

２　结　　果

２．１　放置时间对生化检验部分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以

ＡＬＴ、ＡＳＴ、ＡＬＰ、ＧＧＴ为例，结果见表１。

表１　放置时间对部分酶指标的影响（狓±狊，Ｕ／Ｌ）

组别 狀 ＡＬＴ ＡＳＴ ＡＬＰ ＧＧＴ ＬＤＨ

对照组 １０ １６．００±６．４８ １８．３±４．７２ ７８．１±１６．２８ １１．４±５．６２ １８３．８±２１．９６

３ｈ组 １０ １６．０１±６．７２ １８．２±４．６８ ７７．１±１５．８２ １１．３±５．６５ １８３．３±２２．７４

７ｈ组 １０ １６．３７±６．９２ １９．１±４．３３ ７８．２±１６．５５ １２．０±５．３３ １８８．４±２５．１５

２４ｈ组 １０ １６．５７±７．０９ １７．８±４．７５ ７７．４±１６．１５ １２．０±５．６９ １９６．２±２６．４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１，犘＜０．０１。

２．２　全血保存与血清分离保存对生化检验指标检测结果的影

响，以ＡＬＴ、ＬＤＨ、ＧＬＵ为例，结果表２。

表２　全血保存与血清分离保存对部分指标的影响

　　　（狀＝１２，狓±狊）

组别 ＡＬＴ（Ｕ／Ｌ） ＬＤＨ（Ｕ／Ｌ）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１１．２９±３．１９ １９４．８３±２７．０９ ４．８８±０．６８

全血保存 １２．１４±３．０７ ２１７．４１±２８．３５ ３．３０±０．８１

血清保存 １１．４１±２．９７ ２０２．７５±２７．２２ ５．０８±０．８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１，犘＜０．０１。

２．３　是否密封保存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以 ＡＬＰ为例，未密封

保存时数值升高，并且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３。

表３　是否密封保存对ＡＬＰ检测结果的影响（狓±狊，Ｕ／Ｌ）

组别 狀 ＡＬＰ

对照组（密封） １５ ７４．３３±１１．７９

实验组１ １５ ７４．６０±１２．０５

实验组２ １５ ７４．６６±１１．６１

对照组（未密封） １５ ７０．８０±７．８５

实验组３ １５ ８５．８６±６．６５

实验组４ １５ ９２．６０±５．６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１，犘＜０．０１。

３　讨　　论

生化标本应尽早测定，尽量降低影响因素［２３］，但临床工作

中，从病区标本采集，经集中运输、标本分类、编号及前处理到

上机检测，至少３ｈ甚至更长时间。本文通过实验发现，血液

标本长时间（３、７、２４ｈ）保存对部分酶指标，如 ＡＬＴ、ＡＳＴ、

ＡＬＰ、ＧＧＴ，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对ＬＤＨ 检测结果有明显影

响，尤其是７ｈ组、２４ｈ组。红细胞中ＬＤＨ 活性比血清约高

１００倍
［４６］，而且全血保存２４ｈ后，由于ＡＴＰ能量产生障碍，细

胞膜通透性增加，导致细胞内化学成分发生转移和释放，酶活

性受到影响，因而ＬＤＨ显著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全血保存及血清分离保存对 ＡＬＴ检测无

差异。参照对照组，血清分离保存２４ｈ，对ＬＤＨ和ＧＬＵ指标

分析无影响；但全血保存２４ｈ，ＬＤＨ 值升高，ＧＬＵ下降，均有

显著差异。由于红细胞中进行糖酵解，室温下糖酵解速率为每

小时５％～７％，使血中ＧＬＵ浓度减少，差异显著。所以，临床

实际工作中，血液标本较长时间放置对部分酶指标影响不显

著，但是对ＬＤＨ、ＧＬＵ检测值产生明显差异，故对ＬＤＨ项目，

标本采集后若３ｈ内不能完成检测，应分离血清保存或采用含

惰性分离胶的真空采血管采集标本。对ＧＬＵ项目，标本离体

后应立即检测，若不能完成，则应分离血清保存。

血液标本敞开保存时，ＡＬＰ检验结果升高，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未密封保存时，标本水分蒸

发，血清浓缩，检验结果升高；对比全血保存组，血清分离保存

组升高值更大，可能与全血保存时，血液细胞中水分扩散有关。

细胞膜存在水通道，水分子从渗透压低的一侧向渗透压高的一

侧移动［７８］。在密封保存状态下，全血保存组及血清分离保存

组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在临床工作中，为保证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标本采集后，若不能立即检测，建议用真空采血

管密封保存或普通试管上加盖保存。作者将进一步分析探讨

血液标本放置时间及全血、血清分离保存对其他生化检验项目

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实际工作提供有用信息，从而降低分析前

误差，做好室内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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