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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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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抗凝剂和温度对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结果的影响%方法
!

(&

例肝素锂抗凝血分别在
!')

&

"*)

和

*+)

下进行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另取
(&

例新鲜血液分别用
,-./01

"

&枸橼酸钠"

/2-

$&肝素锂在
*+)

下进行测定!比较不同

试验条件下溶血率的差异%各组以肝素锂抗凝血在
*+)

测定结果为对照!分为低脆性组和正常脆性组加以比较%结果
!

!')

&

"*)

和
*+)

组脆性结果比较!正常脆性组在
"*)

的溶血率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各样本组的溶血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低脆性组差异最为显著!

"*)

和
!')

的结果分别平均偏高
"%#+3

和
$4#+3

#

/2-

&

,-./01

"

与肝

素锂抗凝血红细胞脆性结果比较!各样本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低脆性组差异最为显著!分别平均偏高
!'#+3

和
*+#+3

%结论
!

不同抗凝剂和温度对红细胞渗透脆性影响较大!应使用试剂盒所规定使用的肝素类抗凝剂而不宜使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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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

抗凝!并应严格控制在
*+)

恒温水浴条件下测定%

关键词"抗凝药#

!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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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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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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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以下简称一管法&是临床常用的地

中海贫血$以下简称地贫&筛查项目'

!

(

)一管法具有操作简便*

快速*易用仪器量化结果等优点而被广泛采用)文献报道中笔

者发现#在使用该方法进行地贫筛查时#所使用的抗凝剂和反

应温度不一'

"

!

(

(

#这可能是导致各文献报道的关于一管法筛查

地贫效果的评价差别较大的原因)本文通过比较使用不同抗

凝剂和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测定结果#探讨影响该方法准确性的

关键因素)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与分组
!

%&

例样本来自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计划生育服务站优生门诊#其中
(&

例用肝素锂真空采血管抽

取血样#为温度对比组样本)另外
(&

例分别采用肝素锂*枸橼

酸钠$

/2-

&*

,-./01

"

真空采血管抽取血样#为抗凝剂对比

组样本)各组以肝素锂抗凝血在
*+)

测定结果为对照#分为

低脆性组$溶血率小于
'$3

&和正常脆性组$溶血率大于或等

于
'$3

&加以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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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与试剂
!

肝素锂和
,-./01

"

真空采血管由美国

N-

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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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都瑞琦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试剂由广州市米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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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温度对比组的
(&

例肝素锂抗凝血样#按照试剂说

明书操作#分别在
*+)

水浴*

"*)

室温和
!')

水浴中进行测

定$预温*加样*加
N

液操作均在同一温度条件下进行&)

*

种

抗凝剂的各
(&

例血样#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均在
*+)

水浴

条件下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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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用
STSS!&#&

统计软件处理#组

间差异用配对
;

检验进行分析)

@

!

结
!!

果

@#?

!

不同温度条件下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结果比较
!

"*)

室温和
!')

水浴的结果与
*+)

水浴的结果比较#正常脆性组

"*)

室温下脆性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他各

样本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温度越低#溶血率

值越偏高)其中低脆性组的差异最大#

"*)

室温和
!')

水浴

的结果分别平均偏高
"%#+3

和
$4#+3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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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比组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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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率
3

%

组别
#

肝素锂抗凝血

$

*+)

水浴&

肝素锂抗凝血

$

"*)

室温&

肝素锂抗凝血

$

!')

水浴&

全部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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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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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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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脆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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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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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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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数值是与对照组$肝素锂抗凝血在
*+)

的结果&比较的平

均偏高百分率%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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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对比组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结果比较
!

在
*+)

水浴条件下#

/2-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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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素锂结果比较#各样本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低脆性组差异最为显著#

分别平均偏高
!'#+3

和
*+#+3

#正常脆性组影响较小#分别平

均偏高
'#%3

和
4#43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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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对比组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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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溶血率
3

%

组别
#

肝素锂抗凝血

$

*+)

水浴&

枸橼酸钠抗凝血

$

*+)

水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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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

$

*+)

水浴&

全部血样
(& +"#'U"&#+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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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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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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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脆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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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数字是与对照组$肝素锂抗凝血在
*+)

的结果&比较的平均

偏高百分率%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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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报道#肝素为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的理想抗凝

剂'

$

(

#

*+)

水浴为试剂操作规范设定的反应温度#因此本文以

肝素锂抗凝血样在
*+)

水浴条件下测定的结果为对照)本研

究结果显示#温度对红细胞渗透脆性影响较大#温度越低红细

胞脆性越高#溶血率越高#而且对红细胞脆性低样本的影响尤

为明显#平均偏高达
*+#+3

)红细胞的渗透脆性与红细胞膜

的上
LE

V

01

V

0/.T

酶的活性有关'

'

(

#温度的降低可能降低了

该酶的活性#使红细胞在低渗溶液中维持细胞内外
LE

V

*

1

V

离子的平衡能力降低而容易发生溶血)据文献报道#反应时间

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较小#在同一温度条件下#反应
'&D68

的结

果与
$D68

结果只有轻微增加'

+

(

)笔者认为#在特定低渗溶液

中#一定时间内血样的溶血率与反应液的温度可能存在一定的

平衡状态关系)为了增加本试验方法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将反

应设定在
*+)

水浴中进行)而且为避免温度降低对结果造成

的不可逆影响#要求
/

液预温*加样*混匀*加
N

液等操作步骤

应在
*+)

水浴中进行)

/2-

和
,-./01

"

均可使红细胞渗透脆性升高#

,-./0

1

"

对低脆性样本组的影响较为严重#与肝素锂比较平均偏高

*+#+3

)

,-./01

"

抗凝血的
,-./01

"

最终浓度为
!#%D

F

"

DP

#渗透压明显高于血浆渗透压)采血后#由于红细胞停留在

一个高渗环境中#红细胞内的渗透压随之升高)在进行红细胞

渗透脆性测定时#红细胞进入低渗环境中#细胞内的渗透压越

高#水分进入细胞内越快#细胞破裂速度加快#这可能是
,-0

./01

"

抗凝血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的原因)

/2-

作为抗凝剂

应用时#其浓度为
!&4DD9>

"

P

#渗透压比血浆渗透压低#采血

后#红细胞处于一个稍低于血浆渗透压的环境中#在进行红细

胞渗透脆性试验之前#少部分水分已经进入细胞内#导致红细

胞渗透脆性增加'

%

(

)

值得重视的是不同温度和抗凝剂对低脆性组样本的影响

比正常脆性组尤为严重#使部分红细胞脆性低的样本溶血率超

过了
'$3

#导致该项目作为地贫筛查时出现假阴性结果)这

可能是该方法作为地贫筛查试验时影响灵敏度的重要因素

之一)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操作简便实用#仪器设备简单#且有

报道可检出部分红细胞平均体积大于
%&=P

的地贫基因携带

者'

4

(

#因此是目前筛查地贫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它只是一项测

定红细胞理化性质的试验#反映红细胞渗透脆性高低的溶血率

值受温度*电解质*样本保存条件和时间*

I

W

值*离心力等多

种因素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应对影响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因素

严格控制#建议使用肝素类抗凝剂而不宜使用
,-./01

"

和

/2-

#并在
*+)

恒温水浴条件下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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