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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标本溶血和脂血对血浆中抗凝蛋白和纤溶系统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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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空采血管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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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空腹静脉血各两管!无黄疸&脂血&溶血!即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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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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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9T:

$水平!作为对照组%然后每管分

装
-

份!同时制备不同水平溶血和脂血标本!分别测定上述抗凝和纤溶指标!与对照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

不同程度溶血标本与对照组相比!轻&中度溶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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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指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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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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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脂血标本与对照组相比!轻&中度脂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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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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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抗凝蛋白活性和纤溶系统水平!应严格控制分析前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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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前标本质量是影响血液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准确性的关键因素(常规采血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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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溶血#多

数来自急诊或重症监护室#占不合格标本数量的

74B

#其原因在于错误操作或程序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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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乳剂

在临床上作为胃肠外营养的使用日益增加#导致临床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同程度的脂血标本(此外高血

脂患者增加以及急诊未空腹采血均可能致脂血标本(

目前溶血和脂血对常规凝血检测结果的影响已有较

多报道)

+)0

*

#但对抗凝和纤溶检测结果影响的报道较

少(因此#本研究初步探讨不同程度溶血和脂血对抗

凝及纤溶系统的影响#旨在提高分析前标本质量控

制#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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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患者(患者清晨空腹#按标准自肘静脉采集两管凝

血标本#无溶血+黄疸+脂血(其中男
+1

例#女
+1

例%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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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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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

仪(相关试剂!三酰甘油试剂盒$中生北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批号!

/A/44/

&及两个水平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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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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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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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溶水平#以上数

据作为对照组(检测完毕后#分别将两管凝血标本的

上层血浆轻轻吸取等分于
-

个
U:

管内#用于制备溶

血和脂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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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标本的制备!将离心后的标

本下层红细胞置于
Z+4[

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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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融化#反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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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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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加上层溶血体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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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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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混匀#制备成不同浓

度的溶血标本#用
Q

R

D!HIaU+/44

测其血红蛋白水

平#然后用微量法在
Q?()&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上测

定上述指标($

+

&脂血标本的制备!分别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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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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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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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脂肪乳加入
-

个
U:

管内混匀#制备成不同水平

脂血#用
5"FN#G"7344

生化分析仪测定三酰甘油水平#

然后用微量法在
Q?()&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上测定上

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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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324

软件对本次研究

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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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多组

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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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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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溶血对抗凝蛋白活性和纤溶系统检

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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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中+重度溶血患者的血红蛋白水

平分别为$

/231h/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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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随血浆中血红蛋白水平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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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随血红蛋白

水平的升高逐渐降低(其中与对照组相比#轻+中度

溶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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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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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4241

&%重度溶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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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显著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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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4241

&(见表
/

(

/2/

!

不同程度的脂血对抗凝蛋白活性和纤溶系统检

测结果的影响
!

对照组#以及轻+中+重度脂血患者的

三酰甘油水平分别为$

/201h427+

&+$

-23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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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h+230

&+$

A20-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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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随

血浆中三酰甘油水平的升高逐渐降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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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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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

水平随三酰甘油水平升高逐渐升高(其

中与对照组相比#轻+中度脂血患者
1

种指标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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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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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标本对抗凝蛋白和纤溶检测结果的影响#

1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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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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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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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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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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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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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

8

&

对照组
14 /4-2-4h+423* /442/4h++273 A0274h+7273 +2*1h+2A3 A2-7h0274

轻度溶血组
14 /40214h/A2-/ *3204h+-2+* A42+4h+72-1 +27+h+2A- 7203h0203

中度溶血组
14 //32-4h/*2*- */2A4h+-24* 712/4h+72/A +210h+237 720+h-2*A

重度溶血组
14 /+72+4h/A24*

"

A+204h+0203

"

3*2/4h+720* +203h+210 724-h-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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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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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血标本对抗凝蛋白和纤溶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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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14 /4-2-4h+423* /442/4h++273 A0274h+7273 +2*1h+2A3 A2-7h0274

轻度脂血组
14 *A234h++2+- /472+4h++2*4 A*214h+A2A1 -2+7h+2A1 *2/+h124-

中度脂血组
14 A*2+4h/*2*7 //-214h++2-1 *12/4h+32*0 020Ah+2AA //2/-h02A-

重度脂血组
14 A+2+4h/7200

"

/+42*4h+-23/

"

/4A2+4h++237

"

12*7h0240

"

/-21-h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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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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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

抗凝系统是体内平衡凝血过程+防止

血栓形成的重要抗凝物质(

(?

'

负责血浆中约
71B

的抗凝作用)

1

*

#而
:6

是除
(?

'

外机体的另一种重

要的抗凝因子#占血液抗凝活力的
+4B

#

-4B

(抗凝

蛋白的先天性或获得性缺陷使机体处于高凝状态并

易发生血栓栓塞性疾病(抗凝蛋白活性检测是诊断

抗凝蛋白缺乏最常用的手段#对血栓性疾病的病因诊

断及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T)T"!H$

是交联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其

生成增高反映了凝血和纤溶系统的双重激活#可作为

体内血栓形成的重要指标之一)

3

*

#也是目前鉴别原发

性和继发性纤溶及监测溶栓治疗等方面颇有价值的

重要指标(

9T:

是纤溶酶作用于纤维蛋白$原&后产

生的分子大小+结构不同的降解产物#其生成水平升

高表明机体纤溶活性亢进#对于诊断与治疗纤溶系统

疾病及溶栓治疗监测有着重要意义)

7

*

(

鉴于以上抗凝和纤溶指标在临床中的重要作用#

且本实验室接收标本量大#涉及病种多样#因此要严

格控制分析前质量#尤其是溶血和脂血(本研究结果

表明#轻+中度溶血和脂血对抗凝及纤溶系统的影响

较小#而重度溶血对
(?

'

及
:6

活性均有显著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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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纤溶系统影响较小(重度脂血对抗凝

和纤溶系统的检测结果均有显著影响$

!

$

4241

&(溶

血和脂血对上述检验指标影响的原因可能为!$

/

&

Q?()&U=̀ 8Y?<̀ '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具有磁珠

凝固法+发色底物法+免疫比浊法
-

种不同的检测系

统#

(?

'

和
:6

活性测定采用发色底物法检测#

:Q

活

性采用磁珠凝固法检测#

T)T"!H$

和
9T:

采用免疫比

浊法检测#因此不同检测方法对溶血和脂血的抗干扰

能力有所差异)

A)/4

*

($

+

&标本溶血使血浆生物学活性

发生了改变#导致血浆内的纤维蛋白原被激活转化为

纤维蛋白%同时由于红细胞内离子$

'N

d

+少量
6N

+d

+

;

d

+

9H

+d等&和酶或蛋白质释放入血浆#导致检测血

凝剂的
6N6K

+

+

SNQ̀

0

发生理化性质变化)

//

*

#使血浆

中凝血
)

抗凝系统和纤溶系统均发生变化($

-

&脂血会

导致吸光强度改变#进而透射光和散射光的强度也发

生改变%并且脂血对血浆内血凝因子包裹使血凝试剂

不能与血浆凝血因子充分反应#只能检测大部脂肪的

吸光度)

/+

*

(

综上所述#实验室应加强对分析前影响因素的控

制#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标本的采集#避免由

于临床抽血不当引起的溶血现象%对于高脂血症+临

床应用脂肪乳的患者建议禁食
/+G

#重复测量%而急

性胰腺炎和肝癌患者可以采用高速离心法消除脂血#

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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