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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研究探讨肿瘤患者治疗后血常规标本放置时间对结果的影响%方法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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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保存条件

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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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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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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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恶性肿瘤治疗后患者的血常规标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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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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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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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作为对照进行稳定性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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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计数"

3;&

#在其他时间段的检测结果与
"9:D

检测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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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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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血细胞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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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分布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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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胞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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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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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相比结果呈增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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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结果均与健康组变化一致%

结论
!

室温保存条件下!肿瘤患者治疗后的血常规结果与健康人一样稳定!但是仍然需要考虑部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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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以便于为临床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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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的检测结果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标本采集后不能

进行及时检测#仪器故障,试剂短缺,停电,远程体检以及标本

复查等特殊情况下#往往需要将血标本保存*

$

+

)而肿瘤患者治

疗上的特殊性如放疗,化疗,升血细胞药物的使用等#又可能使

血细胞在长时间保存并检测时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本文

旨在通过对肿瘤患者治疗后与健康体检人群的血常规在放置

不同时间段的检测结果的研究#分析标本放置时间对检测结果

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强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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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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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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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就

诊的恶性肿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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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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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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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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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放疗
%!

例,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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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选择同期到

本院健康体检的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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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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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10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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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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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真空

管采集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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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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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充分混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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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所有血常规标本均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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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自动血液分析仪上进行检测#检测方式为自动进样模式)仪器

采用相应原装配套试剂及质控品)室内质控及室间质评结果

均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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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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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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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保存条件下#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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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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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肿瘤治疗组和健

康组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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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作为对照进行稳定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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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3))$/9"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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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同时间点的结果比较采用
5

检验#以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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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呈增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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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常规检测作为一个常规体检与疾病诊断的项目#

越来越受到患者与临床医生的重视#其结果的可靠性对于病情

的判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肿瘤患者而言#介入,放疗,

化疗等作为一种重要且常规的治疗手段#在治疗的同时#常会

引起骨髓抑制#尤其是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减少#会导致放化疗

不能及时,足量的完成)

;EQ?

.

*

#

+还研究发现!放疗过程中
,2

水平对放疗疗效的影响较放疗前的
,2

基础水平更大#放疗结

束时
,2

水平是肿瘤局部控制的最重要的预后因素)所以#血

常规的检测结果对于肿瘤治疗患者而言更是一个病情监测的

关键指标)

8<),

推荐#标本在采集后应在
!D

内完成检测)但是在

临床工作中#除去门诊标本可能达到该要求外#住院患者的标

本由于采集与运送时间控制困难#且多数是集中大批量送达检

验科#常常导致标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检测)本次试验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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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检测#以血常规中常

用的
$#

个项目作为观察指标#研究了放置时间对肿瘤治疗后

血常规结果的影响)研究显示在
#"i

室温保存条件下#肿瘤

治疗组血常规
S2<

,

UW=&

,

;d(3,

,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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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时间段的检测结果与
"9:D

检测结果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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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较好的稳定性(而在

#!D

检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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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
"9:D

检测结果比较结果

呈增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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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国强等*

1

+研

究结果一致)同时#研究还发现#肿瘤治疗组的血常规结果变

化与健康组的结果变化一致#说明在室温保存条件下#采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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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测时#肿瘤的

放化疗不会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多数作者认为静脉血血液分析仪检测的最佳时间应在
#D

以内*

!7:

+

#如超过
#D

检测可能导致结果差异显著)但本次研

究显示#在
0D

内的室温保存的血常规结果均无明显变化)分

析原因可能是由于仪器及检测方法的不同)本次采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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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是一台新型$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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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患者表现为血清
U&7

5

B62U3

和
-&G&

水平明显升高#这反映了
<,*

患者存在严重

的心肌细胞损伤和心功能损害(随着患者心功能级别的升高#

血清
U&7

5

B62U3

和
-&G&

水平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不同

心功能患者之间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19!%1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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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指标均与患者的心功能级别呈正

相关关系$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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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患者的血清

U&7

5

B62U3

和
-&G&

水平与其心功能级别具有相关性#可作

为反映
<,*

患者心功能状况和病情进展程度的辅助指标)

综上所述#

<,*

患者血清
U&7

5

B62U3

和
-&G&

水平的明

显升高反映了患者的心肌细胞损伤和心功能损害#与其心功能

级别具有相关性#可作为评价患者心功能状态和病情严重程度

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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