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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重度溶血对人血清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的干扰及消除干扰的方法%方法
!

选取
#'"&

年
"

"

"#

月钟山县人民医院静脉血样本
"7'

份!受检者抽取
73-

静脉血液!将样本平分到洁净干燥试管中!一支为观察

组!另一支为对照组%采用东芝
=Z/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试剂采用北京利德曼试剂盒!仪器操作和试剂盒

操作均按照说明书及操作规范进行%观察组样本为溶血血清!对照组为正常血清!采用高速离心机对样本进行离心

处理!离心时间
7389

!转速为
&'''I

'

389

!然后由同一组操作人员进行上机操作检测%检测项目包括血液中血糖&

碱性磷酸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固醇&总胆红素&总蛋白&尿酸&清蛋白生化项目检测

指标%结果
!

观察组溶血样本的血糖&碱性磷酸酶的指标低于对照组样本#观察组溶血样本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固醇&总胆红素&尿酸&清蛋白的指标均高于对照组样本%结论
!

溶血现象会影响临床

血清检验项目的结果!并对医生诊断及治疗效果评价产生影响!在血液样本采集后应积极预防溶血现象!确保血清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

!

重度溶血#

!

血清生化项目#

!

检测结果#

!

干扰因素#

!

消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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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生化项目检测过程中如操作不规范)环境影响)标本

保存不当均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干扰和影响#从而造成生化检测

结果出现偏差*

"

+

,其中干扰血清生化检测结果的主要因素为

溶血现象#一旦待测样本的红细胞浓度高于血浆内红细胞浓

度#极容易造成测量结果与实际值出现偏差*

#

+

,在溶血状态下

血液中白细胞)血小板等主要成分均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并

且严重干扰生化检测项目指标,本研究通过对钟山县人民医

院血清生化检测结果的总结和分析#对重度溶血对人血清生化

检测项目结果的干扰及消除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现研究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钟山县人民医院静脉

血样本
"7'

份#样本均为受检者清晨空腹成功抽取的静脉血样

本#血液样本为健康血液,受检者中男性
%'

例#女性
U'

例#年

龄
&7

"

;%

岁#平均年龄$

6&$<'h%$#&

&岁,受检者在年龄)性

别)身高)体质量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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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

!

仪器及试剂
!

本次研究采用东芝
=Z/4"#'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试剂采用北京利德曼试剂盒#仪器操作和试剂

盒操作均按照说明书及操作规范进行#

=Z/4"#'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在检测前均进行检测可正常工作#采用标准生化质控物

进行操作*

&

+

,

$$/$/

!

操作方法
!

受检者抽取
73-

静脉血液#将样本平分

到洁净干燥试管中#一支为观察组#另一支为对照组,观察组

样本为溶血血清#将试管放入冷冻冰箱内保存#

#'389

后取出

在温水中解冻#采用高速离心机对溶血血清进行离心处理#以

&'''I

"

389

离心
7389

,对照组为正常血清#样本采集分组后

在常温下放置
;'389

#采用高速离心机对样本血清进行离心

处理#以
&'''I

"

389

离心
7389

,

$$/$'

!

检测项目
!

#

组样本为同一组操作人员进行上机操

作#采用上述检测仪器和试剂盒对每份血清样本每个监测项目

测定
7

次取平均值进行对比*

6

+

,检测项目包括血液中血糖)碱

性磷酸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固

醇)总胆红素)总蛋白)尿酸)清蛋白生化项目检测指标,血糖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进行测定#碱性磷酸酶采用速率法进行测

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采用改良赖氏法进行测定#总胆红素采

用罗氏试剂法进行测定#总蛋白采用双缩脲法进行测定#清蛋

白采用溴甲酚绿试剂进行测定*

7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以

%

\'$'7

为检验水准#

R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根据样本检测结果可以看出#观察组溶血样本的血糖)碱

性磷酸酶的指标低于对照组样本%观察组溶血样本的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固醇)总胆红素)尿酸)

清蛋白的指标均高于对照组样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见表
"

,

表
"

!

#

组样本不同生化检测项目结果比较%

)h?

'

组别
血糖

$

33>D

"

-

&

碱性磷酸酶

$

e

"

-

&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e

"

3-

&

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e

"

3-

&

总胆固醇

$

33>D

"

-

&

总胆红素

$

!

3>D

"

-

&

总蛋白

$

,

"

-

&

尿酸

$

!

3>D

"

-

&

清蛋白

$

,

"

-

&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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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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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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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血液生化分析在临床检查中应用较为广泛#生化检验所得

到的结果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效果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血液生

化分析的准确性对受检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

,在实际工

作中#采血时真空负压过大)水浴温度过高)样本受到活性剂污

染)离心时转速过快)受检者自身遗传因素等因素#都会使样本

发生溶血,样本发生溶血现象后血液中的红细胞遭到破坏#红

细胞内物质溶进血清中#从而使血清呈现红色,血液样本发生

溶血现象后红细胞内的物质释放到血清中#对检测结果造成干

扰#浓度低的物质随着从红细胞中渗出导致成分浓度变得更

低,且血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

破坏#释放出细胞内物质影响临床生化指标#从而影响生化临

床检验结果*

%

+

,

样本溶血是影响检测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生化项目

结果的还有很多#如样本浊度)临床用药干扰)使用抗凝剂)患

者异位分泌等,临床检验操作人员应密切注意实验室溶血现

象的发生#另外实验方法和检测试剂的不同也会对溶血标本的

检测结果产生影响#需要检验操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积累总结

经验#鉴别出未受到干扰的血液检测结果,本次检验结果显

示#观察组溶血样本的血糖)碱性磷酸酶的指标低于对照组样

本%观察组溶血样本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总胆固醇)总胆红素)尿酸)清蛋白的指标均高于对照组样

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对于轻度及中度溶血的样

本#在不浪费资源的原则下可根据检测项目判断是否重新采集

样本,在重度溶血样本出现时#会有大量的红细胞内物质释放#

严重影响实验结果并且超出允许范围#故不可再继续进行生化

检测#需要重新采集样本进行检测#否则影响生化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信性,

实际工作中要尽量避免溶血现象#就必须做到检验操作的

规范化*

U

+

,采血时避免止血带对血管的过度束缚#血液注入试

管的速度要控制好#避免样本过度震荡#避免受到活性物质污

染,血液样本应采取严格的隔离消毒措施#保证采血设备的清

洁度#并按照实验室规范进行试验操作与消毒,血液采集后要

合理环境中保存#样本采集于检测时间不能间隔太长时间#在

血清分离操作中心理及速度要控制好#离心速度过快会导致溶

血现象发生#离心速度过慢会导致离心不彻底,溶血现象会影

响临床血清检验项目的结果#并对医生诊断及治疗效果评价产

生影响#在血液样本采集后应积极预防溶血现象#确保血清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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