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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 Uc

#

;A<G4D<H?:<GXF;?9;=J?@/

;<@;<:J=;G<A;JA<H>

7

<AF?;@

&

^

'

4UH==$GXF;?9;=C;@

#

*'&'

#

0

$

-

%!

,1,/,,(4

&

*+

'

"3!.b2VW%b2V$D$

#

bN.%b2V$$$

#

D"V!Db/

2VQ2

#

;A<G4\=>A;?:>

7

<AF?;@//I>=9@>I:;H=>J;

8

;:;=</

A?E;J?@>=J;=@M?AF

7

=>A;?:<

88

=;

8

<A?>:/L<@;J

7

<AF>G>

8P

&

^

'

4R>G[?>G

$

R>@S

%#

*'&*

#

(,

$

+

%!

('*/(&14

&

*(

'

"3!VD"2V\W

#

"3!VD"2V$!Q

#

[NC[$!V$`"

34!II;BA>I$GH9?:H9

#

%=>:

#

<:J_?:B%>:@>:AF;<@@;9/

LG

P

>I9?B=>AHLHG;@I=>9L=<?:9?B=>AHLHG;

7

=>A;?:@

&

^

'

4

[HGG!K

7

[?>GR;J

#

*'&,

#

&,&

$

(

%!

(1&/(114

&

*1

'

b2"!2̀ .N !

#

b2"!2̀ .N C

#

b!W#%CU%R

#

;A<G4

D=<B;9;A<GB>:B;:A=<A?>:@?:F<?=<:J:<?G@I=>9$GXF;?/

9;=T@J?@;<@;

7

<A?;:A@

!

C;G<A?>:@M?AFBG?:?B<G@;E;=?A

P

&

^

'

4̂D=<B;!G;9 R;J[?>G

#

*'&0

#

+)

!

&*(/&*-4

&

*,

'

U$C#2"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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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对相关检验结果的影响

任江红 综述!范征莉#审校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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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词"药物)

!

临床检验)

!

结果差异)

!

解决对策

中图法分类号"

C),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1

"

*'&-

#

'1/'0+(/'+

!!

在临床上#饮食)药物)标本采集和实验方法均可 影响检验结果#而药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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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身的生物活性#进入人体后药物及其代谢产物

均可引起人体生物化学和病理生理等方面的变化#从

而对检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药物对临床检验的

影响愈加突出#对患者病因病情的诊治就更为不利#

故对其影响相关检验结果的作用机制及预防手段予

以合理分析至关重要*

$

!

影响临床检验结果的药物作用机制

$4$

!

药物的药理作用对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
!

药物

的不良作用会通过间接或直接的作用使机体的生理

条件发生改变&

&

'

*相关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对胆红素

具有一定的氧化作用#进而使胆红素值升高(而吗啡)

盐酸哌替啶等可令胆管开口部位的括约肌发生痉挛

现象#从而致使血检与尿检中的淀粉酶水平出现异常

升高现象&

*

'

*另外辛伐他汀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诱

使心肌炎与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发生#进而令血肌酸磷

酸激酶水平有所升高&

+

'

(而具有降压作用的利尿剂氢

氯噻嗪可通过保钠排钾等作用使机体血液中的钾发

生异常#而引发机体三酰甘油水平升高等状况&

(

'

*

$4/

!

药物的生物亲和作用对机体功能影响
!

药物可

通过一定亲和作用使人体的部分特定组织发生变化#

诱发对身体的损害&

1

'

*例如#具有抗凝作用的肝素可

增加机体中脂蛋白酶的释放量#进而致使人体血液中

的三酰甘油水平降低&

,

'

(霉素与青霉素均呈弱酸性#

经肾脏排泄后#会导致尿酸分泌量大幅增加#进而使

得机体血液中的尿酸水平出现异常升高现象&

0

'

*

$4'

!

药物影响临床检验结果的其他作用机制
!

药物

应用于临床治疗时#可能会令药理学随之发生异常变

化*例如#应用半胱氨酸后#血液中的酮体会受其影

响#而令检验结果的阴)阳性难以得到准确判断*此

外#药物在代谢过程中的产物也可影响检验结果的准

确度#如使用氨苯喋啶后#尿液会变为蓝绿色(当维生

素的服用剂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使尿液变黄等*

/

!

影响临床检验结果的药物类别

/4$

!

解热镇痛类药物
!

具有解热镇痛作用的水杨酸

类药物#使用后会随时间延长而令机体血液与尿液中

的淀粉酶水平与尿酸)尿糖)儿茶酚胺的数值升高&

-

'

(

盐酸哌啶则会令肝功能实验值产生变化#使尿糖数值

增加或呈假阳性(阿司匹林与氨基比林中的成分可将

胆红素氧化#产物呈现蓝绿色#进而使尿液中的胆红

素数值明显增加&

)

'

*

/4/

!

抗菌药物
!

常用抗菌药物中的青霉素与磺胺类

等药物均可令血液中的尿酸水平有所升高#且在诊断

过程中易将其误断为,痛风阳性-

&

&'

'

#同时磺胺类药物

能够阻碍机体中肠道菌群的繁殖过程#并抑制尿胆素

还原#进而使检验结果出现尿浊度)蛋白质等呈假阳

性&

&&

'

(尼美舒利则会减少机体中的白细胞数量*

/4'

!

抗糖尿病类药物
!

抗糖尿病类药物中最为常用

的胰岛素在长期大量使用后#可能会引发低血糖

症&

&*

'

*此外#其他用于糖尿病治疗的部分药物存在损

伤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数值增加)血细胞减少

等不利影响&

&+

'

*

/41

!

激素类药物
!

雌激素可使机体血脂水平发生异

常变化#从而令葡萄糖耐量试验所得结果数值降低#

同时还能使机体血小板与红细胞数值发生不同程度

的减少#以及增加肝脏转氨酶的水平(盐皮质激素的

长期使用可能会致低钾血症发生&

&(

'

(肾上腺素则会影

响机体组织对钙)磷元素的吸收与排出而致血液中的

磷)钙水平降低#同时还可令血糖值增加#故易被误认

为是糖尿病*

/42

!

利尿类药物
!

双氢克尿噻)氯噻嗪与利尿酸等

利尿药#可通过保钠排钾作用而减少血液中的钾元素

水平#使机体出现血钾水平)血容量与氯水平均降低

的现象#若持续时间过长则易引发高氮质血症或高尿

酸血症&

&1

'

*

/4)

!

抗癌类药物
!

临床应用中的多数抗癌药皆能抑

制机体造血系统的正常运行#且对其具有一定毒性#

会使血液中所含的血小板)白细胞)红细胞与血红蛋

白的数值逐渐降低&

&,

'

#同时还会引发肝功能异常*

/4.

!

抗癫痫类药物
!

常用抗癫痫类药物中的苯妥英

钠可通过阻碍机体细胞对叶酸的摄入#引发巨细胞性

贫血症#轻则会对骨髓细胞产生抑制作用#重则会令

血细胞数值急剧降低#进而诱发再生障碍性贫血&

&0

'

*

而卡马西平可令血小板与粒细胞数值降低#长时间使

用可能会致肝功能受损*

'

!

降低药物对临床检验结果影响的方法分析

'4$

!

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引进先进检验技术
!

当今时代越来越注重资源共享#因此有关药物信息查

询与检验系统的完善对减少药物影响)提升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具有重要作用&

&-

'

*首先#引进前沿的信息管

理技术#可保证药物资源的共享)及时了解有关药物

研究与流通等方面的信息#能够尽可能快地为临床检

验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与帮助&

&)

'

(其次#掌握高效而

精确的检验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药物对检验

结果产生的影响*

'4/

!

强化专业培训#提升检测能力
!

在临床检验方

面#最为关键环节就是检验过程的进行#而相关工作

人员的专业操作能力也是决定检验准确度的一项重

要因素*可通过开展定期培训)技能考核或技术竞赛

等形式#加强对检验人员专业操作能力的培训#使之

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

*'

'

*另外#还要对相

关人员的应急检验能力予以重视#使其在临床用药过

程中遇到异常现象时#能够以专业角度予以分析和解

决*同时#检验人员需加强应急演练#尽可能做好药

品的技术监督与保障工作&

*&

'

*

'4'

!

注重临床症状与检验结果相结合
!

作为专业医

师#在对患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以病理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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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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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为准#而应在判断时#全面结合患者的实际

病情&

**

'

*首先需对其临床表现予以细致观察#于第一

时间发现患者临床表现与实际病情不符之处#随后结

合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所用药物的各项特性进行

分析#争取将因药物产生的影响程度降至最低&

*+

'

*一

般而言#药物在临床检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反应并不唯

一#这对患者本身的临床表现和病理检验都会产生一

定影响&

*(

'

#因此要尽可能地减弱这些影响#相关工作

人员在检验过程中须对有关操作步骤与程序予以高

度重视&

*1

'

#尽量采用药物干扰程度小的检验方法#以

保证所得结果的高准确度*

药物引发检验结果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

在加深对各类药物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

化的信息共享手段)提升专业检验人员的工作能力#

令药理知识与疾病的临床表征)检验方法相结合#在

最大程度上减弱药物对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以便为

临床疾病的诊治提供高度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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