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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含量测定是常用的凝血试验筛检项目

之一，近年来，随着全自动血凝仪的广泛应用，ＰＴ衍生法（ＰＴ

ｄｅｒ法）和冯．克劳斯法（ＶｏｎＣｌａｕｓｓ法）已成为测定ＦＩＢ最常

用的两种方法［１］，逐渐取代了传统方法。大多数血凝仪采用

ＶｏｎＣｌａｕｓｓ法测定ＦＩＢ，该方法是美国国家临床检验委员会

（ＮＣＣＬＳ）推荐的ＦＩＢ常规定量方法
［２］。本文旨在探讨咪唑缓

冲液（ＩＢＳ）在血凝仪内摆放位置对ＦＩＢ测定结果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本来源　ＴＥＣＯ公司原装质控血浆，批号为０４７Ｖ

Ａ１９４Ａ，参考值２～４ｇ／Ｌ；ＦＩＢ标准血浆，批号０４８ＶＢ０８８Ａ。

１．２　仪器与试剂　德国ＴＥＣＯＣｏａｔｒｏｎ１８００全自动血凝仪及

原装配套试剂。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将ＩＢＳ置于仪器加热区（３７℃），把ＦＩＢ标准血浆做倍比

稀释做标准曲线，然后对质控血浆每小时连续测定１０次，连续测

定４ｈ。质控血浆与酶试剂做完后及时放回冰箱，２～８℃保存。

１．３．２　将ＩＢＳ置于仪器冷藏区（１５～１８℃），把ＦＩＢ标准血浆

做倍比稀释做标准曲线，用上述方法测定质控血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ＩＢＳ在加热区（３７℃），加热组质控血浆４ｈ内５次测定结

果呈下降趋势，ＩＢＳ放置时间越长，测定结果与首次测定结果

之间的偏差越大，３、４ｈ测定结果与０ｈ测定结果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１）．加热组与冷藏组组间结果对比，３、４ｈ所测定结

果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ＩＢＳ在血凝仪加热区、冷藏区不同放置时间所测ＦＩＢ结果比较（ｇ／Ｌ，狓±狊）

项目
放置时间

０ｈ １ｈ ２ｈ ３ｈ ４ｈ

加热区 ２．８１±０．１３ ２．７８±０．１２ ２．７３±０．１２ ２．６５±０．１４ ２．５０±０．１４

冷藏区 ２．８２±０．１５ ２．８０±０．１４ ２．８１±０．１３ ２．８０±０．１３ ２．８０±０．１２

　　：与加热区０ｈ结果比较，犘＜０．０１；：与加热区相同放置时间结果比较，犘＜０．０１。

３　讨　　论

ＦＩＢ是反映血液高凝状态与高黏滞状态的指标之一，也是

提示血栓性疾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子。目前测定ＦＩＢ的方法

有很多。ＶｏｎＣｌａｕｓｓ法是最常用的功能法。其原理是将足量

的凝血酶加到稀释血浆中，记录出现纤维蛋白（凝固）的时间，

该时间与纤维蛋白原含量呈负相关［３］。ＶｏｎＣｌａｕｓｓ法测定

ＦＩＢ的试剂包括凝血酶和ＩＢＳ，该方法对ＩＢＳ的ｐＨ 有较严格

的要求。ＩＢＳ主要成分为咪唑和氯化物，其中咪唑是种不稳定

物质，可影响ＦＩＢ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表明，ＩＢＳ在血凝仪加热区（３７℃）放置超过２ｈ就会

影响ＦＩＢ测定结果的准确性，结果呈趋势性下降，放置时间越长，

对结果影响越大。而在冷藏区（１５～１８℃），ＩＢＳ较稳定，放置４ｈ

（可能更长时间）不影响ＦＩＢ测定结果准确性。研究表明冷藏区

０、１、２ｈ测定结果与加热区结果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说明ＩＢＳ放

在冷藏区能够保证ＦＩＢ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实际工作中，由于标

本量大，血凝仪通常不间断工作，试剂在仪器内放置较长时间。如

果ＩＢＳ设置于加热区，对ＦＩＢ测定结果的准确性极易造成影响，所

以将ＩＢＳ放置位置设在冷藏区更加合理，从而保障结果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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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是科学领域交流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载体，向同行 们宣 告科研发现；论文也是一块敲门砖，晋升、续聘、考核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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