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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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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气分析的动脉剩余血用于生化检验以减少重症患者检验性失血的可行性%方法
!

用固体肝素锂锌平

衡的动脉血气针采集动脉血!剩余血用于生化检验!同时采静脉血进行生化检验!并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及患者失血量%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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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虽有统计学意义!但均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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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超出实验室允许误

差范围%一次动脉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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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可以完成血气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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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检验!分别单独采血则需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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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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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血气分析的动

脉剩余血可以同时进行生化检验!结果可靠!同时减少重症患者检验性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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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危重患者及
YVT̂

危重患儿由于病情严重#复杂多

变#经常要分别抽取动脉血'静脉血用于血气分析'肝肾功能等

生化检验'电解质分析(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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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造成检验性

失血巨大#影响患者的预后%另一方面反复穿刺给患者造成巨

大的痛苦#给医务人员增加了工作量(本研究对血气分析的剩

余血用于生化检验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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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性别'病种不限#入选

患者同时有血气分析及生化检验医嘱#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

提下完成实验(

A#B

!

方法

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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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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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入选患者用带凝胶促

凝管按要求常规静脉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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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用固体肝素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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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带凝胶促凝管中#用于动脉血生化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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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在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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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上机测定#有溶血者剔除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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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配对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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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及相关分析#全部数据采用
LHLL!'#%

统计软件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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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标本溶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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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生

化检验各项结果方差齐相关系数高#

)L3

'

)ZG

'

3GVZ

'

JJ3

'

3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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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清为临床生化检验的最主要的标本#大部分生化项

目的参考值的制定也是以静脉血清作为统计样本而制定的(

血清与血浆中所含物质除纤维蛋白原之外没有明显差别#部分

项目差异虽有统计学意义#但无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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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抗凝剂对

结果的影响#在本实验组将血气针内剩余血注入含促凝剂的凝

胶管中#使血液与凝血酶反应#模拟了血凝的过程#使得与对照

组血清析出条件尽量一致(本实验中动脉血气剩余血的所有

生化项目的结果与静脉血结果无显著差异或差异在实验室允

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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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内(对于动脉与静脉'血清与血

浆检验结果的差异#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但结果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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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电解质结果有的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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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说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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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可

能因为各报道中实验条件控制不一#检验方法不同(比如有的

把标本冷冻
e'%[&

个月后测定)

-

*

#有的血浆管即刻离心而

血清管在
('[

水浴一定时间再离心测定)

'

*

(为控制标本采

集'处理过程可能引入的误差#实验组与对照组同时采集血样#

采血部位相近$如桡动脉与肘静脉&#避开输液血管#以减少动

静脉血液中可能存在的代谢物差异及药物干扰(标本采集后

同时进行转运及处理#比如两组标本放置在相同条件下相同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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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同的速度离心相同的时间#然后同时上

机测定#减少了细胞内外成分交换及代谢造成的影响(因此#

也得到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结果一致的结论(

实验组中#因标本溶血被剔除实验的案例均为
YVT̂

新生

儿静脉血#而动脉血气剩余血无溶血者(这是由于新生儿血管

细#加之静脉血压力低#在一次抽取大量血样时常反复挤压容

易发生溶血事件%而动脉血压力大#采血量少时#一般较易采够

量#不易发生溶血事件(提示在特殊情况下$如需同时测血气

分析时&#采取动脉血用于生化检验是提高标本质量的一个可

行的方法(

实际中危重患者的实际检验失血量是巨大的#为此墨西哥

学者做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在成人病房中使用小容量采血管

$儿科用&为患者采血#经过对检验仪器的机械部件精细校准

后#一方面完全可以达到仪器设备的运行要求#另一方面采血

量可满足任一检验项目的要求#并可以节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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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

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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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完成血气分析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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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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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项目共需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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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样品杯中的最低残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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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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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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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预留

重复检测用血共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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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次动脉穿刺采集

"#$<Z

全血可以完成血气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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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检验(而若分别

单独采集血液则需约
,<Z

$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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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功能等生化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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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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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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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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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可以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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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

因此#用固体肝素锂
2

锌平衡的动脉血气针一次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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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用其剩余血完成包括肝肾功能'心肌酶谱'血糖'

T

反应蛋白及电解质在内的
""

项测定#且结果可靠%同时#减

少了患者的检验失血量%减少了标本溶血事件的发生#提高了

标本的质量%减少了反复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减少了护理

人员的工作量(这对于需要反复抽血检验的危重患者具有很

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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