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和
WUW

一样携带大量的胆固醇#故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阻碍了血管内凝血块的溶解'

)#*

(

)有研究指出#经修饰的

脂蛋白$

E

&容易被巨噬细胞吞噬#然后潜入受损的内膜下层#与

基质成分$如多聚葡胺等&互相作用#是成为泡沫细胞#引发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血管壁粥样斑块处的脂蛋白$

E

&比

WUW

更易通过纤维蛋白的结合而潴留'

+

(

)近十余年来有关于

脂蛋白$

E

&与临床脂类代谢性疾病等研究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

视'

-

(

#脂蛋白$

E

&作为动脉硬化独立的危险因子已经被公

认'

.#2

(

)肾小球动脉硬化久而久之会导致肾脏损伤)

肾脏是人体有害的物质排泄器官#很多研究证实肾脏在脂

蛋白$

E

&的分解代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有研究通过肾脏动脉

血和静脉血的脂蛋白$

E

&水平比较后发现#肾脏出球小动脉的

浓度较入球小动脉的浓度低#推测肾脏可能参与脂蛋白$

E

&的

分解代谢#并且提出是脂蛋白$

E

&本身及一些相关酶的作用形

成一些小的片段并经肾脏排出体外#氧化的脂蛋白$

E

&具有损

害肾动脉内皮细胞的作用#并能增加血管张力)氧化的脂蛋白

$

E

&能刺激离体的内皮细胞合成
\

*#

#而正是
\

*#能够使
'\

失

活#从而使内皮细胞依赖性的血管舒张受到抑制)由此可见脂

蛋白$

E

&能够影响肾小球的血流动力学#加速肾脏疾病的进展)

作为一个具有脂质毒性的脂蛋白#脂蛋白$

E

&在肾小球硬化中

具有一定的致病作用'

6

(

)所以#肾脏功能早期发生改变#血中

脂蛋白$

E

&水平也会发生改变)

血清脂蛋白$

E

&水平升高促进肾小球疾病的进展#有研究

表明许多肾脏疾病患者肾小球有脂蛋白$

E

&沉积#且沉积程度

与肾小球硬化程度正相关)脂蛋白$

E

&可以被肾小球上皮细胞

和系膜细胞上的
WUW#

受体捕捉#引起细胞增殖和肥大)随着

脂蛋白$

E

&的进一步增加#由于脂质的作用#可引起细胞中毒性

坏死)以上这些作用均可对肾脏疾病的转归起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血清中脂蛋白$

E

&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早期肾

脏功能损害的情况)本研究结果表明#早期肾脏功能改变时#

血清中脂蛋白$

E

&明显升高#患者组血清脂蛋白$

E

&与对照组血

清脂蛋白$

E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脂蛋白$

E

&的检测

对早期肾病诊断的阳性率为
223

)由此可见#血清脂蛋白$

E

&

的检测可以作为早期肾病诊断的一个可靠指标#血清脂蛋白

$

E

&水平升高与肾脏早期病理改变程度呈正相关#临床医生在

治疗肾脏疾病时应密切监视血清脂蛋白$

E

&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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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保存时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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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分析

韦红金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南京
*)//)5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液标本保存时间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健康体检

者血液标本
-/

份!以日本日立
6/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深圳希莱恒
T!P#$6*

型电解质分析仪测定标本在室温
)K

时及在
-O

冰箱保存
-

%

)*

!

*-K

时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W0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0

$%葡萄糖"

]We

$%钾"

_

g

$%钠"

'E

g

$%氯"

1F

N

$%肌

酸激酶"

1_

$!乳酸脱氢酶"

WÛ

$等
5

项生化指标的水平!分别对其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以
)K

时测定的结果为基准!

-O

冰箱存放
-K

时!

]We

测定结果与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冰箱存放
)*K

时!

]We

%

_

g测定结果与
)K

时测定

结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冰箱存放
*-K

时!

]We

%

(P0

%

(W0

%

1_

%

WÛ

!

_

g测定结果与
)K

时测定结果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冰箱存放
-

%

)*

和
*-K

时
'E

g及
1F

N测定结果与
)K

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

论
!

随着血液标本保存时间的延长!标本中部分生化指标会偏高或偏低!影响检验准确度!

*-K

后如需复检则需重新抽取血液标

本!以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

关键词"血液标本#

!

保存时间#

!

生化检测#

!

影响

!"#

!

)/,+$2$

"

7

,899:,)26+#-)+/,*/).,)6,/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6+#-)+/

"

*/).

$

)6#*.$/#/*

!!

本院自成立区医学检验中心以来#检验科承担着本中心及

区各个卫生中心生化检测工作)其他卫生中心生化血液标本

由专人将标本放置在
-O

冷藏保存并送至本院检测#有时因为

检测项目不清*临时加做生化项目或是结果异常需要复检)本

研究为分析血液标本保存时间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异常影响#选

取本院门诊健康体检者的血液标本
-/

份#分别在室温放置
)K

及在
-O

冰箱保存
-

*

)*

*

*-K

测定的各项生化指标#观察其变

化情况#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门

诊健康体检者血液标本
-/

份#均未见脂浊*黄疸现象)受试者

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
)$

!

6*

岁#平均$

+$,54+,6

&岁%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6

期
!

T:<VWEG!@>

!

P@

B

<@%G@C*/).

!

X;F,+2

!

';,)6



组标本均规范采集#无抽血不畅#震荡等干扰因素影响)

C,D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包括日本日立
6/5/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深圳希莱恒
T!P#$6*

型电解质分析仪)试剂*校准品#质

控品为上海复兴长征公司*深圳希莱恒
T!P#$6*

型电解质分

析仪配套试剂提供)

C,D,E

!

方法
!

全组受试者用含有促凝剂的真空管规范采集空

腹肘静脉血液标本
.%W

#试管置于室温
*/%8:

#以
-///C

"

%8:

离心
)/%8:

%做好各项检测项目的校准和质控%于采血
)K

测定血清标本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W0

&*天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P0

&*葡萄糖$

]We

&*钠$

'E

g

&*钾$

_

g

&*氯$

1F

N

&*肌酸

激酶$

1_

&#乳酸脱氢酶$

WÛ

&共
5

项生化指标并做好记录%测

定结束后将血液标本加盖放置在
-O

冰箱保存#分别在
-

*

)*

*

*-K

再次检测%以
)K

测定结果为基准#分别对这些标本在
-

*

)*

*

*-K

时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C,E

!

统计学处理
!

本次数据采用
P"PP)2,/

软件对本研究的

数据进行统计学的分析#计数资料的对比应用
'

* 检验#而计量

资料的比较采用
4

检验#

!

#

/,/.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经过检验分析#以
)K

时测定的结果为基准#

-O

冰箱存

放
-K

时#

]We

测定结果与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冰箱存放
)*K

时#

]We

*

_

g测定结果与
)K

时测定

结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O

冰箱存放
*-K

时#

]We

*

(P0

*

(W0

*

1_

*

WÛ

#

_g

测定结果与
)K

时测定结

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冰箱存放
-

*

)*

和

*-K

时
'E

g及
1F

N测定结果与
)K

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保存时间血标本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生化指标 保存
)K

保存
-K

保存
)*K

保存
*-K

(P0

$

e

"

W

&

+/,$4+,- +/,64+,. +/,54+,6 +.,-4.,-

(W0

$

e

"

W

&

+.,-4)*,) +.,/4)),* +.,)4)/,* +$,-4)/,/

WÛ

$

e

"

W

&

)62,*4*+,+ )62,/4*/,$ )62,54*+,. )$6,$4+),2

1_

$

e

"

W

&

6*,/4)+,+ 6),-4)*,* 6*,$4)+,) )/.,+4)+,2

]We

$

e

"

W

&

6,/4*,. 2,54*,6 .,$4*,2 .,+4*,-

_

g

$

%%;F

"

W

&

-,.4/,- -,*4/,- 2,)4/,5 6,/4/,6

'E

g

$

%%;F

"

W

&

)-+,24*,* )-*,54*,/ )-*,*4*,/ )-),64),5

1F

N

$

%%;F

"

W

&

)/*,.4*,) )/*,/4*,+ )/*,+4*,2 )/),-4*,6

E

!

讨
!!

论

血液标本生化检验在疾病诊断和疗效判定方面十分重要#

标本各项生化指标会因存放时间的长短而发生变化#这会直接

影响标本生化指标测定结果的准确性#从而影响临床医师的判

断和疗效的判定科学性'

)#*

(

)本研究为分析血液标本保存时间

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异常影响#选取本院门诊健康体检者血标本

-/

份#分别检测在室温放置
)K

及在
-O

冰箱保存
-

*

)*

*

*-K

的各项生化指标结果)研究显示#以
)K

时测定的结果为基

准#

-O

冰箱存放
-K

时至
*-K

时#发生变化的指标越来越多#

]We

*

(P0

*

(W0

*

1_

*

WÛ

#

_

g测定结果与
)K

时测定结果相

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

#

/,/.

&%

-O

冰箱存放
-

*

)*

和
*-K

时

'E

g及
1F

N测定结果与
)K

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试验数据表明#随着血液标本保存时间的延长#标本中部

分生化指标会偏高或偏低#所以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就

需要规范血液标准保存工作)标本放置时间过久#由于红细胞

被破坏或酶类活性降低可致检验结果异常)如血糖水平可因

红细胞利用及细菌的分解和糖酵解酶的作用使其浓度下降'

+

(

%

血液标本放置时间过长#红细胞中的物质会逐渐渗透到细胞以

外#这是肉眼所无法观察到的)当血液标本放置在冰箱时#溶

血就会缓慢发生)溶血对生化检验指标具有一定影响#如

_

g

*

(W0

*

1_

#

(P0

值的升高#红细胞"血浆内外浓度分布不

同#从而会导致指标异常'

-

(

)

'E

g 在红细胞中仅含血浆中的

)

"

)/

#

1F

N在红细胞中的浓度只有血清或血浆的一半#故其在
-

O

冰箱中保存无明显变化)本次研究选择将标本存放于
-O

冰箱中待检#实际操作中还有其他多种保存方式#当前也有其

他报道'

.#6

(

#血标本不同的存放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多项生化指

标测定准确性)在实际的临床检验工作中#抗凝血一般在室温

下存放#不宜放入冰箱中#否则将影响血液的生理状态及流变

特性%对不能及时检测的标本应尽快分离血清并密封存放在
-

O

的冰箱保存#对特殊原因需复检的血液标本应考虑存放时间

过长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5#)/

(

)

综上所述#通过对血液标本存放时间的分析研究#发现血

液标本存放时间对测定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故要求配送标本

的人员尽快将标本送检#检验人员及时安排检测#保证检验项

目在最佳检测时间内进行检测)如果
*-K

后要进行复检#最

好重新抽取血液标本#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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