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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动脉血气分析的针头血用于血细胞分析的可行性$方法
!

对危重患者用固体肝素锂
/

锌平衡的动脉血气

针采集动脉血!其针头血用于血细胞分析!与此同时静脉采血进行血细胞分析!比较两种方法结果$结果
!

两种采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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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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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虽有统计学意义!但未超出实验室允许的误差范围$结论
!

动脉血气分析的针头血可以进行血细胞分析!结

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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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

+)O

%患者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W+)O

%危重患

儿由于病情严重*多变#经常要分别抽取动脉血*静脉血或者末

梢血用于血气分析及血细胞分析'由于各项目对血液标本的采

集要求不一#往往要对患者进行多次多管采血'这就造成反复

穿刺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检验性失血#给医务人员增加

了工作量'本文对用血气分析的针头血用于血细胞分析的可行

性进行探讨#为危重患者血气血一血多用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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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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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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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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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本院
+)O

及
W+)O

住院

患者各
(%

例#患者年龄*性别*病种不限#入选患者同时有血细

胞分析*血气分析医嘱#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完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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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入选患者按要求常规进行静脉采血
,̀ #!

抗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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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血细胞分析$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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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生儿患者采足跟

血滴入预先准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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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含
7&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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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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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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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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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血细胞分析'用固体肝素

锂
/

锌平衡动脉血气针采集动脉血约
78%3*

用于血气分析#采

集后即刻带针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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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头血打入预先准备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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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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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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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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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弹几下混匀#用于动脉血细胞分析$实验组
[

#即血

气分析针头血%&然后去针头#进行血气分析'采血中避开输液

的血管#动静脉采血部位尽量一致$如肘静脉和桡动脉%#以使

含代谢物情况尽量一致'两组标本轻轻弹动$摇动%#混匀后先

后上机测定#发现微小凝集者或仪器报告提示血小板聚集者#

剔除实验#测定完成后剩余血液离心#上清液溶血者剔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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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血细胞分析在
"

2

63@S>&&:

分析仪上完成

测定#所用试剂均为仪器配套试剂'

,̀ #!

抗凝采血管$紫帽

管%为北京积水创格公司产品&固体肝素锂
/

锌平衡动脉血气针

为
[̀

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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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两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配对资料的
:

检验及相关分析#全部数据采用
"-""7<8&

进行分析'对于方

差齐且有显著性差异的项目#进一步计算平均相对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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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评价实验室是否可以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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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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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标本溶血及血液微凝情况#见表
7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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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剔除标本一览表#

%

%

实验组别
标本溶血

+)O W+)O

标本微凝

+)O W+)O

合计

对照组
!

$

%&

例%

& 7& & $ 7$

实验组
[

$

%&

例%

& & & & &

由表
7

中可以看出#溶血微凝标本均来自对照组的新生儿

患者#实验组无一例溶血微凝标本'不合格者剔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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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

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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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
!

+;CT*BJU@H

!

0GC?J@E(&77

!

V?18'(

!

W?87$

"

基金项目!河北省廊坊市科技局科技支撑项目$

(&77&7'&(&

%'



表
(

!!

!

&

[

两组血细胞分析结果比较

项目 静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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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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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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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系数#

B7

为方差齐性检验
B

值#

B(

为配对资料的
:

检验的
B

值#

!FP

为动脉结果相对静脉的平均相对偏倚'

C8C

!

动脉血细胞分析与静脉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对比#见表
(

'

!

*

[

两组血细胞分析各项结果方差齐#相关系数较高#白细胞

计数$

h[)

%*平均红细胞体积$

U)V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

量$

U)e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U)e)

%*中性粒细胞百

分数$

W,OP

%*淋巴细胞百分数$

*RUP

%*单核细胞百分数

$

U0W0P

%*嗜酸细 胞 百 分 数 $

,0P

%*嗜 碱 细 胞 百 分 数

$

[!P

%*中性粒细胞计数$

W,O

%*单核细胞计数$

U0W0

%*嗜

酸细胞计数$

,0

%*嗜碱细胞计数$

[!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红细胞计数$

b[)

%*血红蛋白$

eJ

%*红细胞压积$

e)#

%*

血小板计数$

-*#

%*淋巴细胞计数$

*RU

%差异虽有统计学意

义#但均未超过
)*+!>>

"

(

#未超出实验室允许误差范围'

D

!

讨
!

论

从本实验可以看出#在危重患者用固体肝素锂
/

锌平衡的

动脉血气针采血用其针头血用于血细胞分析是可行的#主要体

现在
'

个方面'$

7

%实验结果具有可比性'

,̀ #!/f

(

和肝素

均为血液抗凝剂#由于肝素作抗凝剂可影响
b[)

的形态#因

此#做血细胞分析时不亦选用肝素作抗凝剂'血细胞分析的最

适宜的抗凝剂为
,̀ #!/f

(

#

78%

!

(8(3

I

可阻止
73*

血液凝

固(

7

)

'为减少抗凝剂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实验组在采集动脉血

液后将血气针的针头血即刻打入预制好的含
,̀ #!/f

(

的
,

4

/

4

@;H?EF

管中#使血液中不含或仅含有极少量的肝素#而
,̀ /

#!/f

(

的浓度也在适宜范围内#抗凝效果好#不影响细胞的形

态#各项参数与含
,̀ #!/f

(

真空采血管采集的静脉血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或差异在实验室允许误差$

)*+!>>

"

(

%范围之

内#与文献报道一致(

(

)

'$

(

%提高了标本的质量'标本的质量

是保证检验质量的重要前提条件'赵翠生(

'

)对健康新生儿进

行动脉血*指血*耳垂*足跟血细胞
=

项参数调查分析#其结果

认为对于新生儿血液分析使用标本应以动脉血最佳#末梢血以

指血结果最佳'做血细胞分析时#标本溶血*凝集会使
b[)

*

h[)

*

-*#

计数假性降低或降低#相关参数亦受到影响#且不

易被察觉(

=

)

'本实验中通过检验后剩余血离心及仪器报警血

小板聚集的方法发现标本溶血*微凝#剔除不合格标本#保证了

对比效果'因标本溶血*微凝被剔除实验的案例均为
W+)O

新

生儿静脉血及末梢血标本#而动脉血气针头血无溶血*微凝者'

这是由于新生儿血管细#加之静脉血压力低#抽血困难#反复挤

压容易发生溶血事件#而末梢采血易混入组织液造成血样微

凝&而动脉血压力大#采血量少时#一般较易采够量#不发生溶

血事件'提示在特殊情况下$如需同时测血气分析时%#采取动

脉血用于血细胞分析是提高标本质量减少复检的一个可行的

方法'$

'

%减少了患者失血量及护理人员工作量'本研究中对

照组做一次血细胞分析和血气分析要采两次$管%血#约
(8&

!

'8&3*

#而实验组仅需采一次$管%血#约
78&3*

#减少了患者

失血量及护理人员工作量'检验性失血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

源于医生周期性定时性为患者进行检验#造成不必要的过度检

验(

%

)

'

(&&&

年美国佛罗里达临床学院通过此项工作大约减少

了
(%P

!

'&P

的全血细胞分析及基本代谢项目的检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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