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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肝素锂抗凝血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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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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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钠抗凝血测定结果与前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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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测定结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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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定结果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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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细胞层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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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的红细胞糖化量呈正比函数关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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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长期控制情况的良好指标*

%5'

+

'尽管
]B2%K

测定标准

化和一致性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
&*%*

年
%

月美国糖尿病

协会$

202

&在更新的/糖尿病治疗标准0中正式将其作为糖尿

病诊断方法之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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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K

测定的分析前因素进行了

探讨(分析'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仪器与试剂
"

标本离心使用
0̂_5)*

低速离心机#测定

用
]942_]9$H**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应用波音波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胶乳凝集法试剂及配套校准品和质控品#质

控水平
'

]B2%K'(,

%

E(,G

#水平
)

]B2%K%*(,

%

%,(,G

'

A(B

"

方法
"

取空腹静脉抗凝血#

&***A

"

Q;!

$离心半径
%&()

KQ

&离心
&Q;!

后从血细胞层中取样#加入溶血剂后用
]9425

_]9$H**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测定参数按试剂盒说明

书要求设定#采用
E

点非线性定标#两个水平质控品测定结果

均在可接收范围内'

A(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各组

资料以
Fi<

表示#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
=

检验'

B

"

结
""

果

B(A

"

不同采血时间和抗凝剂的影响
"

选择门诊和住院患者中

的志愿者
'H

例#分别采取空腹(餐后
&M

#以及
)+M

内随机静

脉血#采用不同抗凝剂抗凝#空腹
30425̂

&

抗凝标本采两管#

其中一管标本与其他标本一起在
&M

内测定
]B2%K

#结果见

表
%

'

B(B

"

标本贮存条件的影响
"

将空腹(

30425̂

&

抗凝标本混匀

后分为
,

份#置于
&

%

+

(

%E

%

&+

(

'$ a

分别于小于
&M

#以及

&)

(

)+M

测定
]B2%K

#结果见表
&

'

B(C

"

不同血细胞分离方式的影响
"

取
&*

份
30425̂

&

抗凝

标本#将每份标本分为
)

份#分别静置
'M

和以
&***A

"

Q;!

$离

心半径
%&()KQ

&离心
%

(

&

(

E Q;!

处理#取血细胞层测定

]B2%K

#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采血时间和抗凝剂抗凝
]B2%K

检测

"""

结果比较%

Fi<

'

G

&

采血时间
30425̂

&

管 肝素锂管 草酸钾"氟化钠管

空腹
$()&i&(%H $()Ei&(&' $(H'i&(%E

'

餐后
&M $())i%(,, $()'i&(%* $(H+i%(,&

'

)+M

内随机
$(EEi&()+

!

$(E$i&(HH

!

$($Hi'(*&

!'

""

!

!

D

$

*(*E

#与空腹比较%

'

!

D

$

*(*E

#与
30425̂

&

(肝素锂管比

较'

表
&

""

不同标本贮存条件
]B2%K

测定结果比较%

Fi<

'

G

&

贮存时间$

M

&

&

%

+a %E

%

&+a '$a

$

& $()Ei&(*& $()%i&(%H $('+i&(&'

&) $()%i%(,' $('Ei%(+, $(%*i&(%*

!

)+ $(),i&('* $(&Hi&()%

!

H($$i&(EE

!

""

!

!

D

$

*(*E

#与同温度小于
&M

比较'

表
'

""

不同血细胞分离方式
]B2%K

测定结果

"""

比较%

Fi<

'

G

&

分离方式
]B2%K

静置
'M $('+i&(*E

!

离心时间$

Q;!

&

"

% $(&&i&(H,

"

& $()'i&(&'

!

"

E $()Ei%(,*

!

""

!

!

D

$

*(*E

#与离心
%Q;!

比较'

C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种抗凝管空腹与餐后
&M

标本
]B2%K

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但
)+M

内随机标本与

空腹标本测定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可能是因为

患者餐后血液中脂肪(酒精等因素造成对测定结果的影响'因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86BX?P

!

X6

O

&*%&

!

TDC(''

!

1D(,



此#尽管目前一些试剂产品的操作规程未强调餐食的干扰#但

实验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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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性能差异很大#给实际应用带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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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九年来血液细胞分析仪新鲜全血室间质评数据!为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在实验室间的互认提供可行

性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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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鲜全血校准品对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校准!用新鲜全血质控品进行室间质量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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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鲜血质控

品中红细胞&血红蛋白测定两项参数相对稳定!白细胞&血小板计数及血细胞比容测定偏倚较大!特别是血小板计数!由于其偏倚

允许范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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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失去了互认价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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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全血质控品各参数偏倚标准相差悬殊!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测定动态偏倚

相对稳定!在血液细胞分析仪经统一校准和比对后的检测结果进行互认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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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新鲜血室间质评工

作近九年达
'*

余批次#通过每次室间质评前的血液细胞分析仪

的校准和比对#有效提高了不同实验室间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

参数的可比性#为实验室间的结果互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

此#将本院九年来参加新鲜血室间质评工作总结(回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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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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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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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细胞分析仪及配套

试剂'新鲜血校准物由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心提供#每次

两管#经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推荐的规范操作检测体系*

%

+定值

确认'新鲜血质控物#每次两个批号#由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

验中心提供'每次质控活动当天由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

心制备新鲜血校准物和新鲜血质控物下发各参控实验室#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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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校准和检测'新鲜血质控物采用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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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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