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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样本光照时间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

胡
!

滨!刘春龙!孙慧颖!韩玉霞!陈宝荣#

"北京航天总医院检验科!北京
')))3*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样本光照时间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方法
!

"

'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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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浓度的混合人血清样本用避光管冻存于超低温冰箱&"

%

$按,同步等时法-准备实验室常规工作条

件下光照
)

#

RH

的样本!同时每间隔
'0"K=

用照度计测量光照强度并记录&"

&

$在实施严格避光措施的实验室应用
/@P"#:

参

考方法(

'

+测量各样本的总胆红素含量!观察
RH

内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光照对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结果
!

"

'

$实验当日

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
R

'

))

#

'*

'

))

的光强度为
&)&

#

*%)-PM

&当天光线最强时间是
''

'

))

#

'&

'

))

!光照强度为
F%%

#

*%)

-PM

&"

%

$以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光照
)H

样本的吸光度为
'))X

计算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光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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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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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后样

本的总胆红素吸光度下降率!

&

个浓度样本的下降比例分别为低值'

&(03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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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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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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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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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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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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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X

#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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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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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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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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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

%

'*(0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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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为保证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准确!血清总胆红素测量样本在离体后应尽快测定!否则实验室应采

取严格避光或在控光措施保存样本&

关键词#血清#

!

总胆红素#

!

光照强度#

!

参考方法#

!

测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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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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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3%DEF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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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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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总胆红素测量是临床肝胆疾病*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

%

)诊治的重要指标#临床已广泛应用数年+近年研究发现血

清总胆红素的降低对动脉粥样硬化'

&

)也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因此#临床迫切需要准确的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

血清胆红素主要来源于人体衰老红细胞破坏后产生的血

红蛋白的衍化'

F

)

+总胆红素包括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和
.

D

胆红素等+既往曾有文献'

0D*

)报道#间接胆红素具有光照分

解的特性*光线照射对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但未见避光条

件下测量血清总胆红素用于光照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影

响的报道+本研究在严格避光条件下采用
/@P"#:

参考方法

测量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光照
)

#

RH

后低*中*高各浓度水平

混合人血清样本总胆红素吸光度下降的百分比#观察样本在实

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放置
)

#

RH

光照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

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样本
!

收集低*中*高
&

个浓度分别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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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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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E%"

1

"

-

的混合人血清样本#混匀后每
'

毫升"支分

装于避光管中#

&

个浓度水平各
'

支为
'

组#放入超低温冰箱

保存#使用前
&)"K=

从超低温冰箱取出复融后待测+

$(/

!

仪器与试剂
!

安捷伦
5#<

L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

国&#福禄克
'0%'

型铂电阻温度计$美国&#福禄克
EF'

型照度

计$美国&#哈密尔顿
SKJ<@?#>D0))

型稀释配液仪$瑞士&#优特

''))

型酸度计$新加坡&#赛多利斯
-7'%)!

型电子天平$德

国&#艾 本 德
<9I9<9=J9

移 液 器 $德 国&%二 甲 亚 砜 $批 号

%**E*Sa

&#碳酸钠$批号
'%R[))3F

&#对氨基苯磺酸$批号

'F'**FE

&#亚 硝 酸 钠 $批 号
'&RE)%%

&#安 息 香 酸 钠 $批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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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钠$批号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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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批号
)3*[0F%0

&#

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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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钠盐$批号
'%)0&&3

&#四水酒石酸钾钠$批号
)'E[)))0

&

和 氢 氧 化 钠 $批 号
)30[))&%

&#其 中 除 咖 啡 因 $批 号

))3E'&%30

&购 自
7S+U!5/

公 司#牛 血 清 清 蛋 白 $批 号

)))R330RD)'%')7

&购自
74Y!

公司外#其他试剂均购自
!K

1

"#

公司+

$('

!

方法

$('($

!

研究样本
!

应用.同步等时法/从超低温冰箱依次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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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0

*

'

*

)(0

*

)H

的样本组+低*中*高
&

个浓度水平为

'

组#每组样本并排放置在距离实验室顶部白炽灯
%"

*距离实

验室外侧窗户
'(0"

的实验台上+

$('(/

!

质控样本
!

以
%)'&

年国际参考实验室室间质评样本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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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质控样本#靶值为.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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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实验室光照强度的测量
!

照度计的有效范围为
)(0

"

%

#将照度计放置在靠近样本
)(0"

% 有效范围内+每间隔
'0

"K=

测量
'

次实验室光照强度+记录实验室当日
R

!

))

#

'*

!

))

的光照强度+

$('(1

!

血清总胆红素的测量
!

在严格避光条件下应用

/@P"#:

参考方法依次测量
%)'&+U-7D7

样本#低*中*高
&

浓

度水平样本和
%)'&+U-7D7

样本总胆红素的含量+每个样本

测量
%

次+

$(1

!

数据处理

$(1($

!

测量数据有效性确认
!

%)'&

年
+U-7D7

样本测量结

果在等效合格范围内当日测量数据有效+

$(1(/

!

离群值剔除按
5-!Y

$

U4ED7%

&

'

3

)

!

要求评价数据的有

效性+剔除离群值后计算低*中*高
&

个浓度水平混合人血清

样本在
)(0

*

'

*

'(0

*

%

*

F

*

*

*

RH

光照后各样本吸光度变化的百

分率+

/

!

结
!!

果

/($

!

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
R

!

))

#

'*

!

))

光照强度
!

实验当

日与实验室日常光照条件.打开白炽灯*窗户不做避光处理/完

全一致+图
'

可见实验当日
R

!

))

#

'*

!

))

间光照强度变化较

大#在
''

!

))

#

'&

!

))

光照强度高#下午
'&

!

))

后光照强度下

降+上午光照强度低于下午+

图
'

!!

R

#

))

#

'*

#

))

实验室光照强度变化

/(/

!

光照时间与血清总胆红素下降百分率
!

低*中*高
&

个浓

度混合人血清样本经过
)

#

R

小时光照后血清总胆红素下降的

百分比见表
'

和图
%

+

/('

!

总照度与各血清样本总胆红素下降率
!

总照度随着时间的

延长逐渐增加+低*中*高
&

个浓度混合人血清样本随着总照度的

增加血清总胆红素含量下降百分率逐渐加大#见表
%

和图
&

+

表
'

!!

)

#

RH

时光照后各样本总胆红素吸光度下降率$

X

&

光照强度
) )(0H 'H '(0H %H FH *H RH

低值$

X

&

] ]&(03 ]3(E0 ]'F(*' ]'*(F) ]&'(** ]F)(E' ]FE(&0

中值$

X

&

] ]'(F% ]F(R0 ]R(F' ]')(%R ]%&(R% ]&&(%' ]F)(%0

高值$

X

&

] ])(F0 ]%(*) ]%(E% ]F(E) ]''(0E ]'*(0E ]%'()*

!!

注!

]

表示无数据+

表
%

!!

光照时间与总照度对应表

时间$

H

&

)

#

)(0 )

#

' )

#

'(0 )

#

% )

#

F )

#

* )

#

R

总照度$

-PM

&

E'E0 'RE&) %R0)) &E)F0 E%''0 'FR&E0 'EFRE0

图
%

!!

)

#

RH

光照后各样本总胆红素下降率

图
&

!!

总照度与各血清样本总胆红素下降率

'

!

讨
!!

论

!!

总胆红素是化学定义明确的检验项目#按
Y!Z'30''

'

R

)理

论可实现溯源#但临床实验室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变异较

大'

E

)

+众所周知#光照是影响血清总胆红素准确测量的重要因

素+为客观评价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样本放置
RH

内光照

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光照强度对实验室的

光照进行量化#用总照度表示样本接受光照射的量#在采取严

格避光的实验室用
/@P"#:

参考方法测量各样本血清总胆红

素含量#以客观评估光照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的影响+

图
'

表明一天中
''

!

))

#

'&

!

))

光照强度最高#表
'

和图
%

数据证实此时间段受强光照射影响样本总胆红素含量明显下

降+图
&

给出总照度与各血清样本总胆红素含量下降的量值

关系#为客观评估光照对总胆红素测量的影响提供研究基础+

图
%

数据还显示即使
R

!

))

#

''

!

))

光照强度变化不大的

情况下也在影响血清总胆红素的含量#随着光照强度的变化#

光照强度越强#总胆红素结果下降幅度越大#反之越小+总胆

红素光照后分解是由于光照会使总胆红素中相当部分的间接

胆红素形成构型异构体#继而进一步形成结构异构体#结构异

构体不能参与重氮试剂反应'

')

)

+此次实验还发现低*中*高
&

个浓度人混合血清总胆红素含量下降百分率幅度差异较大#低

浓度含量下降最为明显#由于间接胆红素占总胆红素比例约为

3)X

#

R)X

#在相同时间内和光照强度下#各样本中间接胆红

素受光照影响消耗的含量是相同的#所以总胆红素浓度越高#

光照后剩余的间接胆红素越多可继续参与后续的测量反应#高

浓度样本总胆红素下降幅度就会小于低浓度样本+这样的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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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提醒广大临床检验工作者#不要忽视低浓度总胆红素样本

离体后的避光处理+因此#实验室要提升血清总胆红素测量质

量应从样本接收开始避光+若不能完全避光#也应采取避光措

施或具有相对恒定光源的地方存放样本#控制或消除光照对血

清总胆红素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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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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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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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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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临床护理路径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胰岛素抵抗的影响!为临床护理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该

院在
%)'&

年
E

月至
%)'0

年
'

月收治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依照护理模式不同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

例!给

予干预组患者临床护理路径护理!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分析患者血糖水平%胰岛素抵抗情况%知识掌握情况%住院时间%护理满意

度等&结果
!

经过治疗!患者血糖和胰岛素抵抗得到明显改善!干预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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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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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小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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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干预组患者住院时

间"

R(Fb%(*

$

$

显著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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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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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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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显著少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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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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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患者健康知识达标率"

E&(*X

$和护理满意度"

E*(RX

$显著高于对照

组健康知识达标率"

*&(0X

$和护理满意度"

RF('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结论
!

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护理中!采用临

床护理路径能够改善患者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

!

血糖#

!

临床护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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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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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不断追求#护理工作不在是单单执行医

嘱#而是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开展护理工作#临床护理路径是依

据媒体标准护理计划开展护理工作'

'

)

#有计划有步骤的的进

行#在临床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能够充分满足患者知情

权'

%

)

#明确护理目标#提高护理配合度+本院在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治疗中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取得很好护理效果#现整

理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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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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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在
%)'&

年
E

月至
%)'0

年
'

月收治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均行
0)

1

葡萄糖

筛查试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确诊为糖尿病#排除妊娠前糖

尿病*高血压*未接受胰岛素治疗等患者+依照护理模式不同

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

例#干预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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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孕

周$

%3(*b&(%

&周#对照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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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F(&

&周#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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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患者入院后急性口头宣传

教育#告知患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并解答患者疑惑+给予干预

组患者临床护理路径护理#成立妊娠期糖尿病临床护理路径研

究小组#由护士长*主管医生等担任小组组长+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确定每日标准化护理目标#包括检查用药*饮食以及健康

教育等#设计临床护理路径观察表#见表
'

所示+临床护理路

径表在实施中#将表交给患者#并充分评估患者病情#向患者及

其家属分析表的内容和作用#得到患者的合作#在路径表内容

实施期间#做好记录工作#并结合最终治疗目的进行评估+小

组组长每天检查护理工作落实情况#及时纠正护理中存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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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血糖变化*胰岛素抵抗情况以

及知识掌握情况*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等+患者住院和出院

前一天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空腹胰岛素$

CY6!

&和空腹

血糖$

C4B

&水平#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ZS7DY+

&+患者

护理满意度采用该院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出院前进行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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