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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样本不同放置方式对血清钾&钠&氯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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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生化样本室温条件下不同放置方式对血清钾&钠&氯结果的影响%方法
!

将参与试验的受检者各自采集

"

支血清管!一管敞口放置于室温条件下!在离心处理后立即测定和
!

&

"

&

*

&

(C

后分别测定血清钾&钠&氯结果#一管密闭放置于室

温条件!在离心处理后立即测定!

!

&

"

&

*

&

(C

后分别测定血清钾&钠&氯结果!每次加样完毕后立即加盖密闭保存%结果
!

室温敞口

放置
(C

后血清钠和氯结果与离心处理后立即单独测定结果比较!

!

$

&#&$

!有统计学意义差异!结果升高明显#而加盖保存的血

清样本!室温放置
(C

后!血清钾钠氯结果与离心处理后立即单独测定结果比较!测定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差异%结论
!

为防止血

清中水分的蒸发!生化标本不要长时间敞口放置于室温条件下!等待检测的生化样本最好放置于
")

!

%)

冰箱加盖密闭保存%

关键词"血清#

!

生化标本#

!

敞口放置#

!

密闭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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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实验室生化标本一般使用真空负压管采集#离心

处理后打开瓶盖待生化仪采样完毕#一般没有立即再将瓶塞盖

上#而是直接室温敞口放置在样本架上)最近笔者偶然发现当

天检测过血清钾*钠*氯结果的标本室温敞口放置一段时间后

复查钾*钠*氯#发现钠与氯结果升高比较明显#为查找其原因#

笔者做了以下试验)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有电解质项目的临床住院患者标本#每天收

集
4

例#连续收集
$:

#共收集
($

例患者血清标本)

?#@

!

血清负压管
!

由成都瑞琦公司提供容积为
$DP

普通血

清负压管)

?#A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东芝
.N/!"&aX

全自动生化仪附离

子选择电极及原装配套试剂)

?#B

!

方法
!

$

!

&实验前#笔者按仪器维护保养要求#对仪器进

行全面的维护#保证生化仪在常规条件下批内重复测定变异系

数在仪器说明书规定范围内)$

"

&选择
($

例有电解质项目的

临床住院患者$均使用成都瑞琦公司生产的血清负压管采集&#

每例患者同时采集
"

份血清管#每天收集
4

例标本#连续收集

$:

)要求离心后外观无溶血*无黄疸*无脂血样本)每天解冻

复溶
"

支室内质控液$预先采用
!DP

带盖的样品管分装好保

存在
d"&)

条件下&)$

*

&为了查找是否由于仪器样本针或试

剂
X!

针的携带污染造成钠与氯测定结果偏高#将收集的试验

样本分别取其中的
!

支血清管离心处理后立即开盖单独测定

钾*钠*氯结果#再按平常工作流程测定#记录各自钾*钠*氯测

定结果)而平常工作流程是#同一份标本所有生化项目$包括

钾*钠*氯&加样完毕后再依次对下一份样本的生化项目加样)

这样连续收集
$:

的数据#以离心处理后立即单独测定钾*钠*

氯结果为对照组#日常流程测定钾*钠*氯结果与之配对
;

检

验#利用
,g;?>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

1U<

&表示)$

(

&

将收集的试验样本分别取其中的
!

支血清管离心处理后立即

开盖单独测定钾*钠*氯结果#同时将解冻复溶的
"

支室内质控

液中的
!

支也打开瓶盖后立即进行单独测定钾*钠*氯#将受检

者样本按日常工作流程测定钾*钠*氯后#受检者样本和质控液

均室温敞口放置#并于敞口放置
!

*

"

*

*

*

(C

后各自单独测定

钾*钠*氯#记录测定结果#受检者样本数据以$

1U<

&表示%质控

样本数据以均值
1

表示)将同时采集
"

支血清管的受检者样

本#分别取其另外
!

支血清管和解冻复溶的另
!

支室内质控

液#打开瓶盖单独测定钾*钠*氯后#立即将瓶塞盖紧#在室温加

盖放置
!

*

"

*

*

*

(C

后各自单独测定钾*钠*氯#每次加样完毕立

即用瓶塞盖紧#并记录每次测定结果)以离心处理后立即单独

测定钾*钠*氯结果为对照组#室温敞口和加盖放置
!

*

"

*

*

*

(C

后测定结果分别与对照组配对
;

检验#同样利用
,g;?>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患者样本数据以$

1U<

&表示%质控数据结果以

均值
1

表示)

@

!

结
!!

果

单独测定
($

例受检者标本钾*钠*氯结果与按照日常流程

测定受检者的钾*钠*氯结果相比较#其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明仪器样本针或试剂
X!

针由于携带污染对检

测结果的影响完全在仪器要求的范围以内#见表
!

)

表
!

!!

立即单独测定钾&钠&氯与平常工作流程钾钠氯

!!!!

测定结果比较#

1U<

%

测定方式
($

例患者样本结果

钾 钠 氯

立即单独测定
(#&'U&#$% !*'#%U$#4 4%#4U'#%

日常流程测定
(#&+U&#$+ !*'#'U'#& 44#!U'#+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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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敞口和密闭放置不同时间后钾&钠&氯测定结果比较#

1U<

)

1

%

放置方式 项目
放置时间

立即单独测定
!C

后
"C

后
*C

后
(C

后

常规样本敞口室温放置 钾
(#&'U&#$% (#&%U&#$* (#!!U&#$' (#!$U&#'" (#"!U&#'$

钠
!*'#%U$#4 !*'#4U$#$ !*+#(U'#" !*%#*U$#*

!*4#(U$#4

"

氯
4%#4U'#% 44#"U'#' 44#4U'#( !&&#$U+#! !&!#*U'#(

"

常规样本加盖室温放置 钾
(#&$U&#$+ (#&+U&#$% (#&%U&#$% (#&%U&#$+ (#!&U&#$'

钠
!*'#+U$#% !*'#4U$#4 !*+#!U$#% !*+#!U'#& !*+#*U$#+

氯
4%#%U'#% 4%#+U'#4 4%#4U'#+ 44#&U'#+ 44#"U'#'

质控样本敞口室温放置 钾
*#"$ *#*$

*#(&

(

*#(!

(

*#(4

(

钠
!"+#$

!"%#4

(

!*&#(

(

!*!#*

(

!*(#&

(

氯
4"#$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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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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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敞口和密闭放置不同时间后钾&钠&氯测定结果比较#

1U<

)

1

%

放置方式 项目
放置时间

立即单独测定
!C

后
"C

后
*C

后
(C

后

质控样本加盖室温放置 钾
*#"$ *#"' *#"+ *#"' *#"%

钠
!"+#$ !"+#$ !"+#+ !"+#% !"%#&

氯
4"#$ 4"#( 4"#' 4"#+ 4"#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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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即单独测定组比较%

(

!结果偏离可接受标准)

!!

由表
"

结果可知#血清标本随着在室温敞口放置时间的延

长#血清钾结果是
!

个连续上升的趋势#但是
!

#

&#&$

#表明其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同样在室温敞口放置
(C

后#血清钠与

氯测定结果与开盖后立即单独测定结果比较#

!

$

&#&$

#表明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即在室温敞口放置
(C

后#血清钠与

氯测定结果增高明显)而加盖保存的血清样本#室温放置
(C

后#血清钾*钠*氯结果与开盖后立即单独测定结果比较#

!

#

&#&$

#无统计学意义差异)以
2PJ/̀%%

允许误差
!

"

(

作为可

接受的标准#室内质控血清钾敞口放置
"C

后就偏离可接受范

围#其钠与氯测定结果在室温敞口放置
!C

后就偏离可接受范

围#也即!钾*钠*氯室内质控液与常规患者样本血清比较#随着

时间的延长血清钾*钠*氯结果增高趋势更加明显)

A

!

讨
!!

论

目前随着全自动生化仪器在实验室的普及#对临床患者血

清样本的实际需要量也随之减少#很多医院采集的一管血清样

本既要做免疫#又要做生化#一般是按照先免疫后生化的顺序#

这种方式会造成因放置时间延长有影响的生化项目测定结果

的准确性)比如!血清葡萄糖测定结果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由

于糖酵解呈现连续降低的趋势#敞口放置连续降低的趋势更明

显'

!

(

)而本文叙述的血清钾*钠*氯结果随着敞口放置时间的

延长呈现连续升高的趋势)有条件的医院#应尽可能采用真空

负压管替代一次性塑料管采集血清样本)对同时有免疫和生

化项目的受检者#应同时采集
"

支血清管)血样采集后应及时

送检#实验室应尽早进行检验或标本的预处理#否则放置时间

过久可导致某些化学成分的改变)如!红细胞中钾离子逸出

使血清钾离子浓度升高'

"

(

*氯离子与二氧化碳在细胞内外的交

换使血清氯离子增高)一般说来#血液离体后
*&D68

即可进

行血清分离操作#抗凝血在抽血后可立即分离血浆)离心处理

后不要过早的打开瓶盖#如果不能及时检验#则应按检验项目

要求进行标本预处理'

*

(

#譬如血清分离后置冰箱保存*制成去

蛋白滤液*添加防腐剂等)需要注意血清冷藏前应移吸入另外

的加塞试管#勿与血细胞共存#否则可引起溶血及其他误差因

素%用于酶学检测的血清不宜反复冻融#此外还应注意保存时

间不能太长#实验室对血样的处理应根据其具体检验项目做出

相应的明确规定'

(0$

(

)

至于室温条件下敞口放置一段时间后血清钾*钠*氯增高

的原因#笔者认为血清水分蒸发是影响测定结果增高的主要因

素)其原因是由于血清中水分的挥发#血清中所含物质成分被

浓缩的缘故)样本管类型*采集标本量的多少*放置时间长短*

放置方式*实验室温度都可不同程度地影响血清水分的蒸发)

如今随着实验室条件的改善#夏有空调#冬有暖气#加之大型全

自动生化仪器的散热#整个实验室常年处于
"$)

以上环境条

件下)如果血清标本室温敞口放置#实验室内温度越高#水分

挥发得越快)样本管直径也与血清水分蒸发速度有关#直径大

的蒸发速度快#直径小的蒸发速度慢#这是由于直径大的样本

管的血清与空气接触面积较大所致'

'

(

)标本量的采集多少也

会影响血清钾*钠*氯结果#相同直径的样本管#理论上相同时

间内蒸发同样多的水分#样本量多的比样本量少的相对蒸发量

少些)上述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即盛装电解质室内质控液的

容积为
!DP

的样本管比盛装受检者血清的容积为
$DP

的样

本管相对蒸发量多些#所以质控液钾*钠*氯结果比受检者样本

血清钾*钠*氯结果升高的要快些)实际工作中#采用小口径样

本管#加大样本采集量$水分蒸发相对少些&#血清标本分批次

打开瓶盖上机检测#缩短放置时间#这样可以减少因血清水分

蒸发导致某些生化项目结果增高的误差)笔者曾经做了如下

实验#将检测完毕的采用仪器专用样品杯盛装的
"

个水平的质

控液室温敞口放置
"(C

后#于第
"

天再次检测相同项目#原先

认为葡萄糖及酶类活性随着在室温放置时间的延长#其结果可

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是检测结果显示#所有项目均有不同

程度的升高)导致因未及时对血清标本进行分离处理造成红

细胞中钾离子逸出使血清钾离子浓度升高#氯离子与二氧化碳

在细胞内外的交换使血清氯离子增高)从本次试验结果来看#

(C

内未发现有显著性影响)因为同时试验的室内质控血清

钾和氯增高更加明显)有资料显示#标本的保存温度也是影响

血清钾离子浓度的
!

个原因)低温度环境下#为钠*钾泵提供

能量的糖酵解被抑制#钠*钾泵的活性减低#钾离子溢出细胞

外)

L22PS

推荐#用于测定钾离子的标本#在离心分离前不要

保存在
"

!

%)

条件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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