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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保存时间及温度对血液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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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江都２２５２００）

　　摘　要：目的　探讨标本保存时间及温度对血液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采用分离胶促凝管采集６０例患者静脉血，准

确记录采集时间并编号，放置３０ｍｉｎ后离心。一份置于４℃冰箱分别保存０、６、１２、２４ｈ后检测总蛋白、清蛋白、葡萄糖、尿酸、丙

氨酸转氨酶（ＡＬＴ）、钾离子；另一份于室温保存０、６、１２、２４ｈ后检测上述生化指标。检测采用罗氏 ＭＯＤＵＬＡＲＰ８００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结果　室温下放置超过６ｈ和４℃保存超过１２ｈ，钾离子的测定结果明显高于立即测定结果（犘＜０．０５）。

室温保存时间的长短对总蛋白、清蛋白和尿酸的测定结果没有影响（犘＞０．０５）；４℃保存超过６ｈ，保存时间的长短明显影响总蛋

白、清蛋白和葡萄糖的测定结果（犘＜０．０５）。４℃的尿酸测定及室温保存２４ｈ内的葡萄糖测定，不受时间长短影响（犘＞０．０５）。

室温保存６ｈ和４℃保存２４ｈ会对ＡＬＴ的检测结果产生影响（犘＞０．０５）。结论　实验室应对标本保存条件标准化以保证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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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中，为获得各检测项目的真实结

果，应尽可能将标本处理各环节所致误差降到最低。随着社会

科技的进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实验室内得到广泛应用。根

据仪器使用最大效益原则，本院一般在上午将采集的标本及时

完成检测，下午进行仪器正常的清洗维护。因此，下午或晚上

采集的非急诊标本需及时处理，由于放置时间较长，临床血液

标本的保存时间、温度和标本是否溶血等，对生化检测结果具

有重大影响［１２］。在诸多条件中，最为关键的是标本获得后的

保存时间和保存条件，它们直接影响检测结果［３］。本研究采集

了６０例门诊患者的血液标本，观察不同温度及保存时间对测

定结果的影响，为实验室标本保存和检测操作的标准化提供

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６０例门诊患者，其中，男３３例，女２７

例；年龄１３～６０岁。同时准确记录采集时间。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分离胶促凝管采集患者静脉血
［４］，每例

各采集２管，每管３～５ｍＬ，准确记录采集时间并编号，放置

３０ｍｉｎ后离心１０ｍｉｎ（离心半径８ｃｍ，３５００～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一份置于４℃冰箱分别保存０、６、１２、２４ｈ后检测总蛋白、清蛋

白、葡萄糖、尿酸、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ＬＴ）、钾离子；另一份于室温保存０、６、１２、２４ｈ后检测上述生

化指标。检测采用罗氏 ＭＯＤＵＬＡＲＰ８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其配套试剂。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用狓±狊表示，计数资料用χ
２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狋检

验，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血液标本分别在４℃及室温条件下保存不同时间，各项生

化指标检测结果见表１、２。室温下放置超过６ｈ和４℃保存超

过１２ｈ，钾离子的测定结果明显高于立即测定结果（犘＜

０．０５）。室温保存时间的长短对总蛋白、清蛋白和尿酸的测定

结果没有影响（犘＞０．０５）；４℃保存超过６ｈ，保存时间的长短

明显影响总蛋白、清蛋白和葡萄糖的测定结果（犘＜０．０５）。

４℃的尿酸测定及室温保存２４ｈ内的葡萄糖测定，不受时间

长短影响（犘＞０．０５）。室温保存６ｈ和４℃保存２４ｈ会对

ＡＬＴ的检测结果产生影响（犘＞０．０５）。

表１　　血液标本在４℃下不同保存时间的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狓±狊）

项目 狀 ０ｈ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总蛋白（ｇ／Ｌ） ６０ ７７４．１１±０．２１ ７６．６６±０．３５ ７７．２６±０．２６ ７８．１０±０．４１

清蛋白（ｇ／Ｌ） ６０ ４６．６９±１．６６ ４６．１０±１．５３ ５０．９８±０．９８ ５０．８７±１．５４

葡萄糖（ｍｍｏｌ／Ｌ） ６０ ５．０６±０．２０ ５．９５±０．１５ ５．８３±０．１８ ６．３０±０．１０

ＡＬＴ（Ｕ／Ｌ） ６０ ５８．６２±１．１１ ５７．９８±０．９８ ５７．７６±１．２１ ６３．６９±１．２２

尿酸（ｍｍｏｌ／Ｌ） ６０ ３２０．７０±１．３４ ３２１．２１±１．７８ ３２２．９０±１．９３ ３１９．４８±１．４８

钾离子（ｍｍｏｌ／Ｌ） ６０ ４．１１±０．２１ ４．１９±０．２２ ４．３５±０．１７ ４．４０±０．２２

　　：犘＜０．０５，与０ｈ的相关项目比较。

表２　　血液标本在室温下不同保存时间的生化指标检测结果

项目 狀 ０ｈ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总蛋白（ｇ／Ｌ） ６０ ７４．１１±０．２１ ７４．６７±０．３５ ７５．２７±０．２６ ７５．１０±０．４１

清蛋白（ｇ／Ｌ） ６０ ４６．６９±１．６６ ４９．１０±１．５３ ４８．９８±０．９８ ５０．８７±１．５４

葡萄糖（ｍｍｏｌ／Ｌ） ６０ ５．０６±０．２０ ５．１５±０．１５ ５．１３±０．１８ ５．１０±０．１０

ＡＬＴ（Ｕ／Ｌ） ６０ ５８．６２±１．１１１ ６４．４５±０．９６ ６６．６７±０．７８ ６９．２３±０．９１

尿酸（ｍｍｏｌ／Ｌ） ６０ ３２０．７０±１．３２ ３３１．５６±１．５６ ３３４．７０±１．９７ ３３３．５３±１．４８

钾离子（ｍｍｏｌ／Ｌ） ６０ ４．１７±０．１２ ４．７１±０．１４ ４．８８±０．１６ ５．０１±０．１１

　　：犘＜０．０５，与０ｈ的相关项目比较。

·６９８２·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３４卷第２１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１



３　讨　　论

钾离子要及时测定，否则检验结果不可信。标本保存时间

对酶的测定影响较大，保存时间越长，酶类测定结果越不准

确［５］。如果血清标本不能及时上机检测，采用分离胶促凝管分

离的血清样本室温放置２４ｈ内，绝大多数生化检测结果在实

验室允许误差范围内，清蛋白、ＡＬＴ不宜在４ ℃保存超过

１２ｈ，而其余项目可在室温保存一定时间后进行测定，这与国

内文献［６８］的报道基本一致。标本放置时间过长或保存温度不

恰当都会使部分生化指标发生改变［９］。因此，当患者血液标本

送达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正确处理标本，及时上机时，可离

心分离后放置４℃保存并于１２ｈ内测定。由于长时间的大样

本处理，仪器使用过程中精密度会有所下降，因此，应定期按生

产商的要求和规定的程序对仪器进行维护、检修和校准，如有

需要可与仪器生产商联系专业人士进行检定。实验室工作人

员除熟练掌握质量控制操作流程外，还应保持高度责任心，标

本保存进行标准化操作，保证人员的规范化操作和仪器的准确

性即可保证结果的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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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的建立

辛敬平，张红胜，鲁　莉

（三峡大学人民医院／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湖北宜昌４４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　探讨在测定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ＰＴＩＮＲ）实验过程中建立区域性国际敏感度指数（ＬｏｃａｌＩＳＩ）的方

法。方法　在ＡＣＬＴＯＰ７００全自动血凝仪上使用ＩＳＩ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血浆建立ＩＮＲ标准曲线，进行回归分析，计算ＬｏｃａｌＩＳＩ和区域性

平均正常ＰＴ（ＬｏｃａｌＭＮＰＴ）值，并用ＩＮＲＶａｌｉｄｔｅ血浆验证ＩＮＲ值。结果　Ａ、Ｂ、Ｃ、ＤＩＳＩ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血浆ＰＴ值分别为１１．７５、

３０．８０、４３．５５、７７．５５ｓ。实验所得ＩＮＲ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犢＝１．２５８４犡＋２．４１２７，ＬｏｃａｌＩＳＩ为０．７９，ＬｏｃａｌＭＮＰＴ为１１．１６，

犚２ 为０．９９９５，斜率犆犞为０．６％。利用ＬｏｃａｌＩＳＩ和ＬｏｃａｌＭＮＰＴ测定３种不同水平ＩＮＲＶａｌｉｄｔｅ血浆的ＰＴＩＮＲ平均值分别为

２．１６、２．９０、４．５０。结论　利用ＬｏｃａｌＩＳＩ和ＬｏｃａｌＭＮＰＴ值测定ＩＮＲＶａｌｉｄｔｅ血浆ＰＴＩＮＲ具有可信性，是一种实用、可行的校正

手段。

关键词：凝血酶原时间；　国际标准化比值；　国际敏感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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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血酶原时间（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ＰＴ）测定是检查机体外

源性凝血系统功能有无障碍的过筛试验，也是临床抗凝治疗的

重要检测指标［１］。影响ＰＴ的因素很多，导致各实验室测定的

结果有较大差异。为求统一标准，１９８５年国际血液学标准公

委员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ＩＣＳＨ）和国际血栓与止血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ｎｄ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ＩＣＴＨ）提出用国际敏感度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ＳＩ）标记凝血活酶，并采用国际

标准化比值（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ｔｉｏ，ＩＮＲ）形式报告ＰＴ

测定结果［２３］。但是，ＰＴＩＮＲ测定结果受到仪器、试剂、抗凝

剂种类、抗凝剂与标本的比例、标本保存时间和方法等因素的

影响［４］。由于试剂厂家提供的ＩＳＩ并不是在本实验室条件下

产生，用其进行ＩＮＲ测定，结果可能有偏差。本研究探讨利用

ＰＴＩＮＲ定标血浆对试剂和仪器的定标建立区域性国际敏感

度指数（ｌｏ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ＬｏｃａｌＩＳＩ）和区域

性平均正常ＰＴ（ｌｏｃａｌｍｅ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Ｔ，ＬｏｃａｌＭＮＰＴ）的必要

性，以保证ＰＴＩＮＲ测定的准确性。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美国ＩＬ公司生产的ＩＳＩ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血浆，批号为

Ｎ０３０２０９７，有Ａ、Ｂ、Ｃ、Ｄ４个水平，ＩＮＲ值分别为１．０４、２．２２、

３．０１、４．６２；美国ＩＬ公司生产的ＩＮＲＶａｌｉｄｔｅ血浆，批号为

Ｎ０３０２０９６，有１、２、３个水平，ＩＮＲ值分别为２．２２、３．０２、４．６３。

１．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主要仪器为美国ＩＬ公司生产的 ＡＣＬ

ＴＯＰ７００全自动血凝仪。主要试剂为 ＨｅｍｏｓＩＬＴＭ Ｒｅｃｏｍｂｉ

ＰｌａｓＴｉｎ凝血酶原试剂（美国ＩＬ公司），厂家提供的对应仪器

ＩＳＩ值为０．８，批号为Ｎ０８１７１４２。

１．３　ＩＮＲ标准曲线和ＬｏｃａｌＩＳＩ值的建立　采用ＩＮＲ定标程

序，ＩＮＲ计算公式为：ＩＮＲ＝（ＰＴ／ＭＮＰＴ）ＩＳＩ，用ＩＮＲ值分别为

１．０４、２．２２、３．０２、４．６３的４份定标血浆，将ＲｅｃｏｍｂｉＰｌａｓＴｉｎ凝

血酶原试剂在 ＡＣＬＴＯＰ７００全自动凝血仪上测定其ＰＴ（ｓ）

值，至少检测３ｄ，每天２次，计算平均ＰＴ（ｓ）值，要求 Ａ水平

ＩＮＲ值的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Ｖ）≤３％，Ｂ、Ｃ、Ｄ

水平ＩＮＲ值的犆犞≤６％。利用配对的ＩＮＲ值和ＰＴ（ｓ）建立

ＩＮＲ标准曲线，该曲线横坐标（犡）为ＩＮＲ的自然对数，纵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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