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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理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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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抗凝剂对离子选择电极法检测钾钠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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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抗凝剂对离子选择电极法检测血钾钠氯的影响!以减少检验结果分析前误差%方法
"

用离子选择电

极法检测不同抗凝剂的血清钾钠氯!并进行比较%结果
"

用乙二胺四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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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抗凝剂检测血钾时血钾水平比无抗凝剂组

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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橼酸钠作抗凝剂检测血钠时会造成血钠假性升高%因此!在检测血钾钠时要选择合适的抗凝剂!对于减少分析前检验误差有很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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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分析前误差占整个检验结果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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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程度影响'为明确不同抗凝剂对离子检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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