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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是一种非牛顿液体#其成分除血浆和血细胞之外还包

括各种营养成分#因而可以有效调节生理机能#但是其也会随

着生理和病理变化而发生改变)

28/

*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选取的

%$)

例患者的一般资料#抽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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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需将分离后的血清进行低温保存#且需采用密封的方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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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血液标本的放置时间会影响生化指标的测定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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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采集血液样本后#相关人员需根据生化指标的

特性合理安排指标检测顺序#及时测定生化指标#从而有效提

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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