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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对两种方法测定血红蛋白的影响及其校正

马
"

骥%

!杨游萍&

!陈炜烨%

!彭玉莲%

!吴新忠%

!黄宪章%

"广东省'

%(

中医院检验科#

&(

第二中医院检验科!广州
E%*%&*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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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高脂血对两种不同方法测定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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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寻求校正高脂血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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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方法%方法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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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细胞分析仪"十二烷基磺酸钠比色法!

/8/5]B

法$及
/93X31/20T92&%&*

全血细胞分析仪"氰化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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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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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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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高脂血标本进行全血细胞分析!低速离心后分别用等量生理盐水和仪器配套稀释液替代上层浑浊血

浆!混匀后进行
]B

测定!同时根据文献报道的
]B

估算公式估算
]B

值%结果
"

两种方法测定的直接测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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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胞血

红蛋白"

X_]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X_]_

$均明显高于生理盐水组&稀释液组和估算组%结论
"

高脂血均造成两种方法

测定
]B

假性升高!生理盐水或稀释液等量置换血浆能消除高脂血对
]B

测定的影响!可避免高脂血因素的影响!并能对
]B

比色

测定结果进行校正%

关键词#高脂血症#

"

血红蛋白类#

"

实验室技术和方法

!"#

!

%*(',H,

"

I

(;""!(%H$'5)%'*(&*%&(*,(**,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H$'5)%'*

"

&*%&

$

*,5%*)E5*&

#13=2-1,-&38=&&43(*=-:-=&1*@&G-*5&403&%4-*-%G+1(*+&1&35-G&

I

=&8+1(14+*0,&%%-,*+&1

C%*"

%

#

(%)

1

(/#

?

")

1

&

#

,'4)E4"

$

4

%

#

D4)

1

(#3"%)

%

#

E#.")N'/)

1

%

#

+#%)

1

."%)N'%)

1

%

$

%2>4

?

%9=-4)=/

5

,3")"6%3!%A/9%=/9

$

#

J#%)

1

0/)

1

D9/;")6"%3+/<

?

"=%3/

5

B9%0"="/)%3,'")4<4C40"6")4

#

J#%)

1

N'/#

#

J#%)

1

0/)

1

E%*%&*

#

,'")%

%

&2>4

?

%9=-4)=/

5

,3")"6%3!%A/9%=/9

$

#

J#%)

1

0/)

1

&46/)0

D9/;")6"%3B9%0"="/)%3,'")4<4C40"6")4+/<

?

"=%3

#

J#%)

1

N'/#

#

J#%)

1

0/)

1

#

E%**,E

#

,'")%

&

780*%(,*

!

"8

9

-,*+:-

"

4DDB"?AS?@M?;!RCJ?!K?DRM;

N

MC?S?CDRBCDDPR6@D!@LDP;RR?A?!@Q?@MDP"RDAP?@?AQ;!6@;D!DRM?QD

N

CD5

B;!

$

]B

&

6!P;!S?"@;

N

6@?Q?@MDPRDAA?K@;R

O

;!

N

@M?;!@?AR?A?!K?"DRM

O#

?AC;

#

;P?Q;6D!@M?P?@?AQ;!6@;D!DRM?QD

N

CDB;!(;-*5&40

"

'*

M

O#

?AC;

#

;P?Q;6BCDDP"6Q

#

C?"L?A?6!6C

O

W?PRDAKDQ

#

C?@?BCDDPK?CCKDJ!@"L;@M/

O

"Q?UZ35E***;LMDC?BCDDP6!6C

O

W?A

#

B6"?PD!

"DP;JQPDP?K

O

C"JC

#

M6@?KMADQ6@DQ?@A

O

#

6!P/93X31/20T92&%&*LMDC?BCDDP6!6C

O

W?A

#

B6"?PD!M?Q;

N

CDB;!K

O

6!;P?Q?@MDP(4M?

BCDDP"6Q

#

C?"L?A?K?!@A;RJ

N

?P6@CDL"

#

??P6!P@M?KCDJP

O#

C6"Q6L6"A?

#

C6K?PB

O

?

f

J6CSDCJQ?DR!DAQ6C"6C;!?6!PP;CJ@;D!"DCJ5

@;D!DR@M?;!"@AJQ?!@"A?"

#

?K@;S?C

O

(2R@?AQ;U@JA?

#

P?@?K@;D!DR]BL6"

#

?ARDAQ?P6!P]BKD!@?!@L6"?"@;Q6@?P6KKDAP;!

N

@DA?5

#

DA@?P?"@;Q6@;D!RDAQJC6(<-02=*0

"

8?S?C"DR]B

#

Q?6!KDA

#

J"KJC6AM?QD

N

CDB;!

$

X_]

&

6!PQ?6!KDA

#

J"KJC6AM?QD

N

CDB;!KD!K?!5

@A6@;D!

$

X_]_

&#

P?@?AQ;!?PP;A?K@C

O

#

L?A?";

N

!;R;K6!@C

O

M;

N

M?A@M6!@MD"?

#

P?@?K@?P6R@?AP;RR?A?!@@A?6@Q?!@DA?"@;Q6@?P(>&1,=20+&1

"

]

O#

?AC;

#

D;P?Q;6Q;

N

M@K6J"?

#

"?JPD̀ ;!KA?6"?DR]BC?S?CP?@?K@?PB

O

@M?@LDQ?@MDP"(.?

#

C6K?Q?!@DR

#

C6"Q6L;@M?

f

J6CSDC5

JQ?DR!DAQ6C"6C;!?6!PP;CJ@;D!"DCJ@;D!KDJCP?C;Q;!6@?6!PA?K@;R

O

@M?;!@?AR?A?!K?DRM

O#

?AC;

#

D;P?Q;6D!@M?Q?6"JA?Q?!@DR

]B(

?-

)

@&%40

!

M

O#

?AC;

#

;P?Q;6"

%

"

M?QD

N

CDB;!"

%

"

C6BDA6@DA

O

@?KM!;

f

J?"6!P

#

ADK?PJA?"

""

血红蛋白$

]B

&是全血细胞分析中的一项重要检测指标#

常作为贫血的诊断指标之一'以前检测
]B

都只能用手工比

色法#随着全血细胞分析仪的普及应用#仪器法已取代手工法

对
]B

进行比色测定'但无论是手工法还是仪器法#影响
]B

测定的因素较多#高脂血(高胆红素(溶血等均可使血浆产生浊

度#干扰
]B

比色测定*

%

+

#引起分析误差'本研究旨在探讨高

脂血对用
/

O

"Q?UZ35E***

全血细胞分析仪$十二烷基磺酸钠

]B

测定法#

/8/5]B

法&和
/93X31/20T92&%&*

全血细胞

分析仪$氰化高铁
]B

测定法#

];_1

法&检测
]B

的影响#并研

究校正的办法#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相对准确的实验数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在广东省中医院就诊和确诊的高脂血症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HE

岁#平均
)E

岁'

三酰甘油为$

%%($i%(H

&

QQDC

"

8

#胆固醇为$

E($i%(H

&

QQDC

"

8

'所有受试对象均排除高胆红素血症(白细胞增高(血小板

计数增高(异常血浆蛋白症等'

A(B

"

仪器与试剂
"

使用美国赛默飞世尔公司生产的
83:5

310X2_]%(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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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低速(低温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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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Z35E***

全血细胞分析仪(

/93X31/20T92&%&*

全血细胞分析仪等#

标本稀释液(清洗液及溶血素等均是仪器厂家原装配套试剂#

质控品及校准品由厂家提供'

A(C

"

方法

A(C(A

"

高脂血直接测定$直接测定组&

"

两种方法测定的标本

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30425̂

&

&抗凝管静脉采血
&Q8

#混

匀#

&M

内完成全血细胞分析'所有标本均无溶血(凝集等'

全血细胞分析仪在测试前使用校准品校准#测定标本前均进行

室内质控检测#各项指标在控后进行标本测定#记录数据'

A(C(B

"

等量置换测定
"

+**A

"

Q;!

$离心半径
%'KQ

&离心
%*

Q;!

后吸掉上层浑浊血浆部分#一管用等量生理盐水进行替换

$生理盐水组&#另一管用等量仪器配套血细胞稀释液进行替换

$稀释液组&#混匀后分别再次进行全血细胞分析#记录数据'

A(C(C

"

估算公式计算*

&

+

"

利用在一般情况下单位容积血液中

红细胞$

.7_

&与
]B

量呈大致平行的对应关系#即健康者
.7_

$

F%*

%&

"

8

&与
]B

$

N

"

8

&的比值约为
%b'*

#用血中
.7_

结合

平均红细胞容积$

X_T

&配以适当系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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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测值#按估

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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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据$估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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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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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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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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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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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B

法检测结果
"

直接测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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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胞血红

蛋白$

X_]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X_]_

&均明显高于

其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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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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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是临床血液检验中非常重要的参数#对很多疾病的治

疗和预后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引起
]B

测定假性升高的主

要因素有高脂血症(高胆红素血症(高白细胞血症和血小板增

高等*

'5H

+

'

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定
]B

#其中
/

O

"Q?UZ35

E***

全血细胞分析仪采用的是
/8/5]B

法#此为
];_1

法的

替代方法#试剂无毒性#结果准确性(重复性好'

/93X31/

20T92&%&*

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B

采用的是
];_1

法#此

法操作简单#显色稳定#为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9_/]

&在

%,HH

年推荐
]B

比色测定的首选方法#但存在试剂含有剧毒(

碳氧血红蛋白$

_[]B

&转化慢等缺点'全血细胞分析仪对干

扰物质的敏感性可以引起系统误差#如血脂过高就是一种干

扰'脂血中的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是悬浮的颗粒#它们

的散射光#产生类似于牛奶中见到的云雾和浑浊'

/8/5]B

法

和
];_1

法均采用光传导作为部分检测方法#高脂血可使由

]B

比色方法获得的
]B

结果假性升高'

X_]

和
X_]_

是

基于
]B

(血细胞比容$

]K@

&和
.7_

结果计算出的参数#

]B

假

性升高时
X_]

和
X_]_

也会假性增加'作为贫血鉴别诊断

指标的
X_]

和
X_]_

检测对缺铁性贫血(巨幼红细胞性贫

血的鉴别诊断及对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和溶血性贫血的早

期筛选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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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X31/20T92&%&*

全

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参数除包含
/

O

"Q?UZ35E***;

全血细胞

分析仪的全部检测参数外#还多了直接测定
_]_X

这一项#使

用
_]_X

计算
]B

可避免这种干扰#这是由于
_]_X

是基于

逐个细胞分析直接测得的参数#从根本上不受血脂浓度的

干扰'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脂血标本因富含三酰甘油(乳糜微粒

等脂质#使血浆浊度增高#对
]B

两种比色测定均产生干扰#与

国内其他报道一致*

)

#

,

+

'应及时对
]B

(

X_]

(

X_]_

测定值

进行校正'一些检测方法采取校正干扰物的平均浓度进行补

偿#以使患者标本中的干扰效应减小到最低#有代表性的方法

包括样本前处理(设置空白对照(血清校准和数学校正等'校

正方法之一是先直接测定全血标本#再将全血标本低速离心

*

+**A

"

Q;!

$离心半径
%'KQ

&离心
%*Q;!

+#避免
.7_

发生变

形*

%*

+

'离心后分别用等量生理盐水和仪器配套稀释液替代上

层浑浊血浆#混匀后再进行
]B

测定#记录检测数据'高脂血

标本通过等量生理盐水或稀释液置换浑浊血浆后再测定有利

于消除高脂血造成的误差#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检测信息#对临

床有效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校正方法之二是在一般情

况下#单位容积的血液中
.7_

与
]B

量呈大致平行的对应关

系#即健康者
.7_

$

F%*

%&

"

8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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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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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的比值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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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血中
.7_

结合
X_T

#配以适当的系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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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测值#估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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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F'*F

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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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患者标本评价干扰#证实了高脂血对
]B

的两种

常用测定方法均会产生正性干扰#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脂血浓度

对
]B

是否具有平行升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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