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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准确性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郭昀燕

"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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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准确性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方法
!

选取
+('4

年
'

"

'+

月该院健康体检者
'((

例!

每例体检者抽血
-#V

!并分装于
+

个试管中!分别作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内的正常血液标本按照常规流程进行#观察

组内的血液标本先进行人工溶血!而后进行相关的检验%比较两组标本的检验指标差异%结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检验指标

结果中!除尿素"

SF!9

$和尿酸"

S9

$的检测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其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V:

$&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9H:

$&总蛋白"

:̂

$&清蛋白"

9VG

$检测值高于对照组#总胆红素"

:GIV

$&血肌酐"

H0>

$&总胆固醇"

:E

$&三酰甘油

"

:O

$&葡萄糖"

OVS

$检测值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溶血标本检测值准确性下降!在临床

检验过程中!应避免血液标本溶血所造成的干扰%

关键词"溶血#

!

标本#

!

生化检验#

!

准确性#

!

对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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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上对于患者的检验方式不

断得到完善#血液标本检验即是常用的检验手段之一"并在临

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标本抽取或在

检验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而导致血液标本发生一定的变

化)

'

*

#标本溶血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在检验过程中震荡血液等

均可加速溶血事件的发生#对于出现溶血情况的标本"其检测

值是否仍具有准确性"是否可作为医师诊断的参考等问题一直

受到临床的关注)

+

*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选取
+('4

年
'

"

'+

月在本院进行检验的人群
'((

例"分析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准

确性的影响"并分析对策"以期为后期制定溶血标本的处理方

案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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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4

年
'

"

'+

月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告知体检者本次调查方案并取得同意#每例受检者于清晨

空腹状态下抽取血液标本
-#V

"将抽取的血液平均分于
+

个

试管内"每个试管内
+/-#V

#对照组的血液标本进行常规处

理"包括离心(分离及检测等#观察组的血液标本先进行人为

溶血"而后再做离心(分离及检验#本次所使用的检测仪为东

芝
4(gF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相应配套试剂#

?/@

!

方法
!

本次所检测的指标共
''

项"分别为尿素%

SF!"

9

'(尿酸%

S9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V: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9H:

'(总蛋白%

:̂

'(清蛋白%

9VG

'(总胆红素%

:GIV

'(血

肌酐%

H0>

'(总胆固醇%

:E

'(三酰甘油%

:O

'(葡萄糖%

OVS

'#

?/A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以
Ĥ HH'*/(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IT=

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由本次调查结果可知"观察组与对照组检验指标结果中"

除
SF!9

和
S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外"观察组

9V:

(

9H:

(

:̂

(

9VG

高于对照组"

:GIV

(

H0>

(

:E

(

:O

(

OVS

低

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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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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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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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标本检测结果比较$

IT=

%

组别
SF!9

%

##1&

$

V

'

S9

%

%

#1&

$

V

'

9H:

%

S

$

V

'

:̂

%

B

$

V

'

9VG

%

B

$

V

'

观察组
-/'+T(/+- +5,/++T*+/'+ 4'/+'T+(/'+ ,2/-+T2/+, 42/('T2/+(

对照组
-/+2T(/-( +,*/+'T),/+' 22/+'T'5/+2 *-/,+T2/)- 2,/+-T2/44

> (/+'' (/+'2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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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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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标本检测结果比较$

IT=

%

组别
:GIV

%

%

#1&

$

V

'

H0>

%

%

#1&

$

V

'

:E

%

##1&

$

V

'

:O

%

##1&

$

V

'

OVS

%

##1&

$

V

'

9V:

%

S

$

V

'

观察组
'(/2(T+/+2 )+/2(T'2/++ 4/+,T(/+( '/+(T(/'4 4/((T(/,+ 2*/2+T'-/''

对照组
'+/,+T+/2' *)/5'T'4/+, 4/,(T(/-+ '/--T(/', 4/5*T'/(5 2(/(-T'2/54

> 5/+'+ b''/,++ b*/'',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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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检验是临床上的重要检验方式之一"血液检验结果可

反映多种疾病"在疾病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

是"当血液采集后"所得到的血液标本是不稳定的"不论是标本

本身还是在检验过程中"稍有不慎即可影响到整体检验结果"

使得医师得不到准确信息"失去了原本的检验意义"并造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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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物力的浪费)

2

*

#血液标本溶血是临床上的常见情况"同时

也是一种不可完全避免的情况#而导致血液标本溶血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血液标本在采集(运送(保管及分离过程中红细胞

膜破裂"进而使得细胞内的血红蛋白等成分被释放到血浆或血

清中)

4"-

*

#标本溶血与多种因素相关"目前虽尚无完全避免的

方法"但如果能够排除造成血液标本溶血的因素"是可以提高

检验准确性的#而临床上也一直在寻找更为完善的措施"以预

防标本采集及检验过程中溶血情况的发生#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首先分析了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准确

性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除了
SF!9

与
S9

"其余
5

项受检

指标均受到一定的影响"使得整个生化检验的准确性降低#对

于
9H:

及
9V:

"因其在红细胞内的浓度较高"只要发生轻微

溶血"则可导致检验结果的升高"进而出现假阳性)

)"*

*

#溶血对

:GIV

可产生负干扰"对
:GIV

进行测量时"主要以改良
K"O

法

进行"当发生溶血情况后"血红蛋白可竞争性地抑制胆红素与

重氮试剂的偶氮反应"进而降低检测结果"使其低于真值)

,

*

#

由此可见"溶血的发生对检测结果可造成相应的影响"这就要

求在后期的检测过程中"避免对溶血的标本进行检验"否则既

造成了检验的不准确"同时还导致检验试剂(仪器等使用的浪

费)

5

*

#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笔者结合自身的经验"制定了

预防血液标本溶血的措施"具体如下!%

'

'提高护士一次性采血

的成功率#采血时定位不准或进针不准可引发血肿及溶血"因

此在采血时选择专用针头"使用注射器时避免用力过猛"做到

.快(准(稳/"提高一次性采血成功率#若患者一次性采血不成

功"且在采血部位出现血肿情况"再次采血时需避免对同一根

静脉进行穿刺"因其中已含有溶血的细胞"此时采血势必导致

血液标本的溶血细胞水平升高"因此采集的血液标本不规范#

医护人员可指导患者稍作休息后再进行标本采集"或换其他部

位进行标本采集)

'(

*

#%

+

'在进行血液标本采集时"以一次性真

空采血管进行采血#与传统的玻璃试管进行比较"该种试管则

具有众多的临床优势#真空采血管内有疏水性对血液无活性

的预置惰性分离胶存在"对采集后的血液标本进行处理时具有

分离血清时间短(操作简便(血清中化学成分稳定等临床特点"

同时在采集过程中避免在采集过程中对试管进行震荡"以免加

速溶血#%

2

'对于采集结束后的血液"需快速送检"避免标本留

置时间较长而导致自行溶血事件的发生#同时在运送过程中

需保持平稳"避免震荡(摇晃等加速血细胞溶血破坏"影响检测

结果#%

4

'发现标本出现溶血情况"一律不予以后期检查"避免

造成仪器及试剂等不必要的浪费#同时需及时与患者进行沟

通"希望得到患者的理解"并重新进行标本采集"并在标本采集

中注意各项要点"避免标本溶血事件的再次发生#

综上所述"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准确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对于
9V:

(

9H:

(

:̂

(

9VG

(

:GIV

(

H0>

(

:E

(

:O

(

OVS

等指

标影响更为显著"需引起高度重视#且在后期的血液标本采

集(运输(检验过程中均需加以重视"做到合理采血(快速送检(

避免对标本进行震荡等"减少标本的溶血性"提高检验的准确

率"为患者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高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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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姜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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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核抗体"

9Y9

$&抗双链
XY9

"

<7"XY9

$抗体及抗可溶性抗原"

!Y9

$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中的

应用%方法
!

选取
4(

例确诊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调查组$和
22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血清进行
9Y9

&抗
<7"XY9

抗体及

抗
!Y9

抗体检测!对比
+

组人员的检测结果%结果
!

通过检测!调查组患者的
9Y9

&抗
<7"XY9

抗体及抗
!Y9

等阳性率分别为

*5/)3

&

--/)3

&

-,/-3

#对照组的
9Y9

阳性率为
'/53

!其他抗体阳性率均为
(

!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9Y9

&抗
<7"XY9

抗体及抗
!Y9

抗体联合检测结果!可以有效地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与疗效观察!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抗核抗体#

!

双链
XY9

#

!

可溶性抗原#

!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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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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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是指机体自身对自身抗原产生一定

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患者的自身组织损伤"出现疾病)

'

*

#在

患者的血清中可以有效地检测出高滴度的自身抗体#到目前

为止"在临床基础上"通过实验室检测出
'

种%或者多种'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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