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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的采集送检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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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液标本的采集送检方式方法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干扰与影响作用!为临床诊疗提供更加

可靠科学的生化检测结果报告单!以减少误诊现象的发生%方法
!

采集血液标本!利用先进的生化分析仪器来对标

本的生化项目进行检测%其中在采集血液标本时!要从血液样本的采集时间&采集部位&止血带&采血量&标本溶血

以及送检时间等几个方面做好相关记录!以利于后期的检测结果分析探讨%结果
!

在血液标本的生化检测中!检测

结果会受到标本采集及送检的时间&标本采集的部位&标本有否溶血的影响%结论
!

血液生化检测时!要严格控制

血液标本的采集送检质量!避免在采集工作中出现误差!提高生化检测结果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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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液的生化检测中#容易出现失误的环节有很多#影响

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被检测者自身的

体质,生理学因素,生物学因素,血液标本采集时间,采集方式

方法,检测仪器性能,检测人员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等#这些因

素都可能会引起检测结果出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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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在具体的血

液生化检测实践中#最容易干扰检测结果的环节则是血液标本

的采集与送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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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本文对临床上血液标本的采集与

送检环节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干扰与影响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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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上半年某医院住院部的
"%%

例

患者血液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瑞士罗氏
N5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方法
!

测定血液标本在不同的采集时间,送检时间,采集

部位以及标本溶血的影响下其生化检验数值的变化)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FF!,#%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O(D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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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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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采集时间对血液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

通常在受

试者清晨空腹时抽取其静脉血$检测血糖,肝功能等指标&#检

测结果较为准确)但若受试者空腹时间大于
"$<

时#某些检

验结果会出现异常)

/#/

!

血液采集的部位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

采用在同侧进

行采血和在异侧进行采血两种不同血液采集部位的方式进行

血液采集)得出不同血液中钾,钠,氯,肌酐,尿酸,葡萄糖的变

化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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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标本与正常标本结果比较
!

在将溶血标本的平均值

与正常标本参考值按照公式!变化率
f

$溶血标本结果均数
j

正常标本结果参考值&"正常标本结果参考值
`!%%[

进行计

算)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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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送检时间对血液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

将
!<

后

送检样本结果均值与规范送检样本结果均值按照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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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送检均值
j

规范送检均值&"规范送检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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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

算)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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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标本与正常标本结果比较

项目 正常标本参考值 溶血标本平均值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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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送检时间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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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送

检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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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均值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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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得出#在血液标本的生化检测中#采集时机,采

集部位,溶血标本以及送检时间的不同都可能导致血液标本检

测结果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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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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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采集时间
!

一般来讲#在医院的血液检测中#血液的

采集时间应该都清晨#且要求患者不能进食#或者在患者进食

后
!"<

以上进行采集*

,

+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检验项目中或者

是急诊时#才不会考虑时间因素对检测结果造成的干扰影响)

通常在采血前#医护人员都要事先询问患者是否已经进食#以

保证得出准确的检测结果)这主要是为了能够与血液生化项

目的正常参考值做对比#来验证患者的各项血液指标是否正

常)而一般的正常参考值都是以空腹血液为标本进行检测统

计的#因而为了保证两者检验条件的一致性#要求在采血时患

者空腹#以避免对血液项目指标产生干扰#尤其是糖类,脂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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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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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刚刚做完剧烈运动的患者也不能立刻采血#因

为剧烈运行,情绪紧张等状态会改变人体血液中各种成分水

平*

1

+

)在采集血液标本时#务必要保证被检测者是平静的状

态)如果患者需要进行多次的血液检测#则最好在同一时间段

内进行采血#以利于将多次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而对于特

殊血液项目的检查#还要对患者交代采血的最佳时间以及采血

前的饮食注意事项)

'#/

!

血液采集部位
!

在临床中某些医护人员为避免患者再次

穿刺#从输液三通管采血或从输液侧肢体甚至输液的同一条静

脉取血#以致血液稀释,输液成分回流#都将影响检测结果#使

检测结果与实际值间产生较大差异)

'#'

!

标本是否溶血
!

标本发生溶血后#血细胞中高浓度成分

逸出#使检测结果升高#且仅轻微溶血就会对这些项目产生很

大影响)同时若某些物质的血细胞内浓度低于血清浓度#溶血

即相当于血清被稀释#从而使这些血清成分$尤其是重度溶血

时&的检测结果降低)另外#溶血使血细胞成分进入血清中#因

化学反应而引起其他成分的浓度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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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格控制

标本溶血是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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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送检时间
!

标本分离前放置过久可造成溶血%标本

分离后放置过久#其水分易蒸发#标本浓缩而使检测结果偏高)

因此标本送检后应尽快分析#对暂不能分析的标本应先密封然

后保存于
$i

冰箱中*

'

+

)

综上所述#在临床中对血液标本进行生化检测时#为保证

测量结果准确性#必须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血液采集及送检#

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选择最佳的血液采集时间#最合适的血液

采集部位#避免使用溶血标本作为检测标本#及时将采集到的

血液标本送去检测#以此来控制血液标本的质量#提高血液检

测报告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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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动力髋螺钉系统与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在治疗股骨粗隆间

骨折的临床疗效

丁文峰"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骨三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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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股骨近端锁定钢板与动力髋螺钉系统"

ZWF

$在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骨质疏松性股骨骨折及
2"

&

2-

型骨折
-%

例作为

锁定钢板组!采取股骨近端锁定钢板治疗#

2!

型股骨粗隆间骨折
-%

例作为
ZWF

组!使用
ZWF

治疗%术后应用

W>::*=

髋关节评分!评估
"

组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

锁定钢板组患者负重时间&骨折愈

合时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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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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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钢板组患者
W>::*=

髋关节评分优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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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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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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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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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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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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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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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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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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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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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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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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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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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钢板组患者术后出现髋内翻
!

例"

-#-[

$!延迟愈合
!

例

"

-#-[

$!不良反应发生率
"

例"

.#1[

$#

ZWF

组患者出现骨折不愈合
!

例"

-#-[

$!内固定物断裂失效
!

例"

-#-[

$!

延迟愈合
!

例"

-#-[

$!不良反应发生率
-

例"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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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对较为复杂的股骨粗

隆间骨折治疗采取股骨近端锁定钢板效果较佳%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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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近端锁定钢板#

!

动力髋螺钉系统#

!

股骨粗隆间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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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改变,交通意外事故发生频繁#以及高处

跌落伤事故逐渐增多#髋部骨折患者临床较为常见)据临床研

究表明#髋部骨折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

Y__

&约占
,%[

#提示

Y__

发生率较高)

Y__

的发生对患者影响巨大#尤其多数为高

龄患者#骨折端若损伤周围血管,神经#可导致大出血而引起休

克,神经损伤#后期功能受损#若治疗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当#

患者骨折愈合不佳#术后功能恢复不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对于老年患者#骨折不愈合或者愈合不佳#均有可能导致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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