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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临床血常规检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方法
!

选取
3%%

例健康体检者!抽取静

脉血在不同条件下进行血常规检测及分析$结果
!

临床血常规检测结果受温度'储存时间'抗凝剂浓度及不同采血

时间的影响$结论
!

血常规的检测误差可因血标本存储条件及采集时间等因素影响!为了保证血常规检测的质量!

需在适宜的时间及条件下采集和存储血标本!并及时送检$

"关键词#

!

血常规%

!

误差%

!

影响因素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3%!%3

D-@:

7

,+,8-+-9:5;-<+-

K

9@<48=,+-;==8=,89<:+-+<@:=854+-;E:8864;,4

!

>01HR?

-

#

$0.I+'

(

)

S

?,'

3

#

$0.D?'

3

$

-K2&

3

,456&'57

8

$*+'+9,*-,:74,574

;

#

$%&'

(

6,+$7?'5

;

L,5&4',*,'M$%+*M"&,*5%$,4&"7=

3

+5,*

#

$%&'

(

6,+

#

",+','#A-B%%

#

$%+',

(

3K2&

3

,456&'57

8

$*+'+9,*-,:74,574

;

#

",+','B47@+'9+,*B&7

3

*&N="7=

3

+5,*

#

",+U7?

#

",+','#A%-%%

#

$%+',

%

&

DE,4=@<4

'

!

"E

*

;<4+C;

!

C><=J17?<

8

I?1?F10I/717>G1@@>@7<=0E<=<0IE@>/?<=1NE>>K?17?7I=K?F1<@<=GE/1=0<=

8

GI0?>@7.F;4A86,

!

3%%F1IE?F

M

<=K<J<K/IE7/=K1@

8

><=

8

?F1F1IE?F

M,

F

M

7<0IE1DI;<=I?<>=L1@171E10?1K.CF1J1=>/7

NE>>K7I;

,

E17L1@10>EE10?1KI=K

,

1@G>@;1K?F1NE>>K@>/?<=1?17?7/=K1@K<GG1@1=?0>=K<?<>=7.CF1=?F1K1?10?<>=@1!

7/E?7L1@1I=IE

M

O1K.G;,5:4,

!

CF1K1?10?<>=@17/E?7>G0E<=<0IE@>/?<=1NE>>K?17?7L1@1IGG10?1KN

M

?F1?1;

,

1@I?/@1

#

7?>@I

8

1?<;1

#

K<GG1@1=?0>=01=?@I?<>=7>GI=?<0>I

8

/EI=?I=KK<GG1@1=?0>EE10?<=

8

?<;1.H8-<:5,+8-

!

CF11@@>@7>G?F1

@>/?<=1NE>>K?17?0>/EKN10I/71KN

M

?F1GI0?>@7>G7?>@I

8

10>=K<?<>=7

#

7I;

,

E10>EE10?<=

8

?<;1

#

1?0.'=>@K1@?>1=7/@1

?F1

e

/IE<?

M

>G@>/?<=1NE>>K?17?

#

?F1NE>>K7I;

,

E17=11K?>N10>EE10?1KI=K7?>@1K<=?F1I

,,

@>

,

@<I?1?<;1I=K0>=K<!

?<>=7

#

I=K?<;1E

M

7/N;<??1KG>@K1?10?<>=.

&

I;

7

J8=6,

'

!

@>/?<=1NE>>K?17?

(

!

1@@>@

(

!

<=GE/1=0<=

8

GI0?>@

!!

血常规检测是最基本的血液检测#其通过对血液中的白细

胞计数$

a*Q

%*红细胞计数$

R*Q

%*血红蛋白浓度$

)N

%*血小

板计数$

P(C

%等数量变化及形态分布的检测分析#是血液系统

疾病等许多严重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为临床上最常用的检

查+

-

,

)血常规检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临床诊断及治疗的准确

性#为了解及掌握临床血常规检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

素#做以下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

月于海南省澄迈县妇幼保健

院和海南省人民医院进行体检的
3%%

例健康体检者#所有参与

者均知情同意#男女比例为
-i-

#平均$

"B.%YB.&

%岁)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5

M

71;1DHD!3-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乙

二胺四乙酸二钾$

49C6!c

3

%抗凝管等)

$.'

!

方法
!

将
3%%

例健康体检者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例分

别用于探讨温度*标本储存时间*抗凝血剂浓度*采血时间对血

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按照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采集静

脉血标本
3;(

+

3

,

#排除黄疸*脂血及溶血标本#准确记录时间

并编号)

$.'.$

!

室温下不同时间储存
!

将按规程采集的静脉血等分
$

份#

-

份立即上机检测$

%F

%#其余
"

份分别在室温$

-X

!

3%W

%

下密封储存
3

*

$

*

XF

后上机检测)

$.'./

!

冷藏条件下不同时间储存
!

将按规程采集的静脉血等

分
$

份#

-

份立即上机检测$

%F

%#其余
"

份分别在
$W

冰箱中

密封储存
$

*

X

*

-3F

后上机检测)

$.'.'

!

抗凝血剂浓度
!

用无抗凝剂的真空干管采集患者的静

脉血#等分
#

份后立即注入不同浓度的
49C6!c

3

的
#

组试管

中#每管各
-;(

#充分混匀#各管中
49C6!c

3

浓度分别为

-.#

*

-.X

*

3.-

*

3.$

*

3.A;

8

"

;(

#上机检测)

$.'.1

!

采血时间
!

分别采集早晨
A

!

%%

空腹静脉血及下午

$

!

%%

的静脉血#采集后立即上机检测并记录结果比较)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A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室温下不同储存时间对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与
%F

比较#血标本在室温放置
3F

后
a*Q

减少#

R*Q

*

)N

及

P(C

增多#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室温放置
$F

后#

a*Q

减少#

R*Q

及
)N

增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P(C

明显增多$

5g#.3#

#

B

$

%.%#

%(室温放置
XF

后#

a*Q

明显减少$

5g3.3X

#

B

$

%.%#

%#

R*Q

*

)N

*

P(C

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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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g3.""

*

3.#B

*

A.X$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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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室温下不同储存时间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AY=

(

存储时间

$

F

%

'

a*Q

$

]-%

B

"

(

%

R*Q

$

]-%

-3

"

(

%

)N

$

8

"

(

%

P(C

$

]-%

B

"

(

%

% #% #.3AY-.&X $.3XY-."$ -3AY--.A 3-%Y"$

3 #% #.-$Y-.A- $."&Y-.$3 -3BY--.$ 33-Y"&

$ #% $.X$Y-.X3 $.&AY-."B -"%Y-3.- 3$AY"B

"

X #%$.3#Y-.B-

"

$.B-Y-.$A

"

-""Y-3.$

"

3&AY$-

"

!!

注!与
%F

比较#

"

B

$

%.%#

)

/./

!

冷藏条件下不同储存时间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3

)与
%F

比较#血标本冷藏放置
$F

后
a*Q

减少#

R*Q

*

)N

及
P(C

增多#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冷藏放置
X

F

后#

a*Q

减少#

R*Q

及
)N

增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P(C

明显增多$

5g".3%

#

B

$

%.%#

%(放置
-3F

后#

a*Q

明显减少$

5g3.-X

#

B

$

%.%#

%#

R*Q

*

)N

*

P(C

明显增多$

5g

3."3

*

".%#

*

#.#X

#

B

$

%.%#

%)

表
3

!

冷藏条件下不同储存时间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AY=

(

存储时间

$

F

%

'

a*Q

$

]-%

B

"

(

%

R*Q

$

]-%

-3

"

(

%

)N

$

8

"

(

%

P(C

$

]-%

B

"

(

%

% #% #."#Y-.&$ $.$XY-."& -3BY--.# 3-XY"3

$ #% #.3-Y-.A3 $.##Y-."- -"-Y--.X 33"Y"$

X #% #.%-Y-.A# $.ABY-."A -""Y--.A 3"BY"&

"

-3 #%$.&3Y-.X$

"

#.--Y-.$A

"

-"&Y-3.$

"

3#$Y"#

"

!!

注!与
%F

比较#

"

B

$

%.%#

)

/.'

!

不同抗凝血剂浓度下红细胞比容$

)QC

%与平均红细胞

体积$

UQ+

%比较
!

见表
"

)

3.-;

8

"

;(

及以上浓度的
49C6!

c

3

对血标本的
)QC

及
UQ+

影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

表
"

!

不同抗凝血剂浓度下
)QC

与
UQ+

检测结果%

AY=

(

抗凝血剂浓度

浓度$

;

8

"

;(

%

' )QC

$

T

%

UQ+

$

G(

%

-.# #% $#.AY#.$ XX.$YA.3

-.X #% $&.-Y#.# XB.3YA."

3.- #% $B.3Y#."

"

B3."YA.#

"

3.$ #% #%.$Y#.&

"

B".AYA.$

"

3.A #% #%."Y#.#

"

B$.#YA.3

"

!!

注!与浓度为
-.#;

8

"

;(

比较#

"

B

$

%.%#

)

表
$

!

不同采血时间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AY=

(

采血时间
'

a*Q

$

]-%

B

"

(

%

R*Q

$

]-%

-3

"

(

%

)N

$

8

"

(

%

P(C

$

]-%

B

"

(

%

早晨
A

!

%% #% #.$$Y-.#$ $.$AY-."X -3AY--." 3-#Y"-

下午
$

!

%% #%&.33Y-.&3

"

$."#Y-.$" -3BY--.& 3-BY"&

!!

注!与早晨
A

!

%%

比较#

"

B

$

%.%#

)

/.1

!

不同采血时间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a*Q

在下午
$

!

%%

比早晨
A

!

%%

更高$

5g3.$A

#

Bg%.%-#

%#其他各项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

讨
!!

论

血常规检测是临床上最为基本的血液检测#但在某些血液

系统疾病诊断*抗癌药的使用评价*感染和失血性休克等情况

下#血常规检测十分重要+

"

,

)在目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等高

新仪器的使用大大方便了血常规的检测水平与效率#但是由于

医院患者的过度集中等原因#很多环境或人为因素仍然可能导

致血常规检测误差的产生#故本研究就温度*时间*抗凝剂浓度

及采血时间这几个因素对血常规误差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静脉血标本在室温下放置
$F

后#

P(C

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B

$

%.%#

%#放置
XF

后所有主要项目发

生了明显变化$

B

$

%.%#

%#而在冷藏存储的条件下#

XF

后
P(C

产生了明显变化$

B

$

%.%#

%#而
-3F

后所有主要项目变化明显

$

B

$

%.%#

%)

P(C

随时间延长而有增长趋势#而且比其他指标

更早出现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血小板的形态变化特征等

因素有关+

$

,

)本研究发现在冷藏条件下长时间的保存血标本

也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所以在进行血常规检测时#应尽快

在室温放置
$F

或冷藏放置
XF

内进行检测#在重点关注血小

板各项指标的血常规检测中#更应尽早送检#尽量不要在室温

下长时间保存血标本+

#

,

)

血常规检测所用的血标本必须经过抗凝处理#目前普遍认

为抗凝剂会对血细胞的形态及数量造成一定影响#而
49C6

盐类抗凝剂被认为影响相对较小+

&

,

)为研究不同浓度
49C6!

c

3

对红细胞体积的影响#经不同浓度的
49C6!c

3

的血标本

检测后发现#

3.-;

8

"

;(

及以上浓度的
49C6!c

3

对血标本的

)QC

及
UQ+

影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过高

的
49C6

盐浓度会使血小板肿胀*崩解#中性粒细胞肿胀*分

叶消失#这些均会严重影响血细胞计数的结果及血常规检

查+

A

,

#同时文献+

X!B

,指出高浓度的
49C6!c

3

也会诱导血小

板聚集#而影响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而目前公认的最佳

49C6

盐浓度为
-.#;

8

"

;(

#所以在血常规检测时尤其要注

意
49C6

抗凝管中的血标本不宜过多或过少)

血常规检测中#由于受人体生物节律的影响#在不同的采

血时间出现不同检测结果)本研究中早晨
A

!

%%

空腹血的

a*Q

结果与下午
$

!

%%

差异明显$

B

$

%.%#

%#采血时间会影响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似+

-%

,

#在血常规的检测

中也应注意采血时间可能对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血常规的检测误差可因血标本存储条件及采集

时间等因素导致#为了保证血常规检测的质量#需在适宜的时

间及条件下采集和存储血标本并及时送检)

参考文献

+

-

, 托马斯
.

临床实验诊断学+

U

,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3%%$

!

3X!"-.

+

3

, 叶应妩#王毓三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U

,

.3

版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BBA

!

"-".

+

"

, 丛玉隆#张家新#秦小玲#等
.

血细胞分析技术与临床

+

U

,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3%%3

!

-%-!--#.

+

$

, 李顺义
.

血细胞形态学漏诊分析与对策+

Z

,

.

中华检验医

学杂志#

3%-%

#

3X

$

B

%!

-$%!-$-.

$下转第
33$

页%

-

-3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INU1KQE<=

!

ZI=/I@

M

3%-&

!

+>E.-"

!

:>.3



各方面良好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指征+

-%!-3

,

)随着现代医学的

发展#生存率已经不是评价治疗效果的唯一指标)而生存质量

所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除了癌症

本身之外#还与患者心理*文化等很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为$

#B.X%Y

&.$A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BY#.-"

%分$

B

$

%.%#

%#这说

明护理干预可以明显提高食管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发达国家

在疾病的治疗中护理干预已经越来越重要)实施护理干预能

够让患者对自身疾病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从而降低患者对他人

的依赖性#改变自身不良习惯)避免了患者进入不了角色而失

去家人的理解)并且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增加他们的自尊

心#让患者积极面对生活#最终提高生存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护理干预后的患者并发症为

-$.3BT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T

$

B

$

%.%#

%)说明综合护

理干预能够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采用束胸腹式呼

吸训练的目的在于改变患者呼吸方式#使腹式呼吸更有效地补

偿胸部病变时胸式呼吸的不足+

-"!-#

,

)在术后#如果患者能够

掌握深呼吸的方法来进行训练#可以更好地进行康复)深呼吸

运动能够促使痰液的排出#以此来防止肺部感染)烟酒会降低

血液中的氧浓度#增加呼吸道中的分泌物)同时烟酒对于伤口

的愈合也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患者在手术之后必须戒烟戒酒#

这对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围术期护理干预对提高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

性*生存质量及降低术后并发症都有着明显地作用)因此在食

管癌的治疗中辅以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治疗疾病#促进患者

的康复#对于今后的食管癌治疗有着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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