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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为检验人员和临床医生对溶血标本的生化检验结果进行正确的分析提

供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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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未溶血标本的血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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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项目检验!然后经搅拌使标本发生轻度溶血'中度溶血'重度溶血!

#&&&<

%

61=

离心
!&61=

!进行相同的生化项目检验!对未溶血'轻度溶血'中度溶血及重度溶血标本的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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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溶血血清测定中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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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结果与未溶血标本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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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溶血与未溶血标本检验结果的

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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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溶血标本检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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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结果与未溶血标本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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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溶血对大部分生化检验项目的结果可产生显著性影响!在生化检测分析中遇到标本溶血但又必须报告时应在报告单上

注明!提醒医师和患者引起注意#分析引起标本溶血的原因!避免溶血现象的发生!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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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是临床诊断疾病的常用手段#在疾病的诊断+判

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以及疾病病情的监测+疗效评估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生化指标作为常规检查项目#种类繁多#标本

量大#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标本发生溶血是临

床检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溶血分为病理性溶血和体外

溶血#本文讨论的是血液标本离体后发生的溶血'有时在一些

特殊情况下标本采集不易造成采血困难#比如新生儿+婴幼儿+

长期住院慢性病患者+大面积烧伤患者+全身多处损伤患者+超

重者等%有时标本不可再获得#如转院+死亡#或是标本采集后

马上进行了相关治疗后又不得不进行当时病情下的相关检验

等#在这些情况下溶血标本不能拒收'笔者拟通过了解标本溶

血程度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正确地分析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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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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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来源于经本院体检中心检查的健康成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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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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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于清晨空腹采集血液#其测得值均在

正常参考范围内#分离出备用血清后#剩余的标本用于对照试

验#肉眼观察无溶血+黄疸+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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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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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贝克曼库尔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电极和相应配套试剂%总胆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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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提供%其余项目

试剂均来自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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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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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溶血标本按常规操作方法在生化

分析仪上进行所有实验项目的测定#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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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取平均值#然后

搅动血块使标本发生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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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观察

血清为淡红色#在血球分析仪上测得血红蛋白浓度#分为两组!

血红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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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轻度溶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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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度溶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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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按相同方法进行相同项目的测定#测定

#

遍取平均值%再次搅动血块离心后使标本肉眼观察为显著红

色#测定血红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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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度溶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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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再次

上机进行相同项目测定#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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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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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检测方法如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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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酶

法#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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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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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磷酸酶$

*A2

&的检测采用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推

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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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物法#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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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双缩脲法#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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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溴甲酚绿法#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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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钒酸盐法#总胆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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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循环酶法#胆

碱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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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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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腺苷脱氨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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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酶法#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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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比色法#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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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免疫比

浊法#肿瘤相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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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比色法#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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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采用二甲苯胺蓝比色法#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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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采用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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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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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均值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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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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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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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溶血标本测定中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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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检测结果与未溶血

标本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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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降低'中度溶血标本测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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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检测结果与未溶血标本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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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在轻度溶血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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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度

溶血中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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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溶血标本检验结

果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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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溶

血标本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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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结果与未溶血标

本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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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未溶血标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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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通过对未溶血与轻度溶血标本的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处

理#引起测定结果显著性降低的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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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溶血对其余
#"

个生

化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无明显影响'中度溶血与未溶血标本

检验结果的比较又增加了
'

项#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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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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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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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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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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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3EDG

'其中#引起显著降低的项目是

DD3

+

*E\

+

5G

%其余
%

项为显著性增高'重度溶血标本的检

验结果在对轻+中度溶血受影响的项目同样产生显著性影响

外#还对
7J

+

4J

+

3,*

+

3D

产生显著性的影响'随着溶血程度

的加深而逐渐增高的项目有
`

+

4̀

+

4̀ +(,

+

A)@

+

*E3

+

-

+

@,)@

+

*)*

+

*

0

-+,

+

E\)

+

h=

+

@.

S

%随着溶血程度的加深而

逐渐降低的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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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试验组中#溶血引起的干扰较小无显著性差异的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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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引起重视的

是溶血对血钾+心肌酶类项目的干扰极为显著#在轻度溶血时

就可使结果产生极大变化#因此此类项目标本溶血时#应重新

采集血样进行检验#或与临床沟通后必须要报告时应在报告单

上注明#以免导致误诊'轻度溶血对肾功能+肝功能+血脂检验

的部分项目产生的影响干扰较小#在重新采集血样困难的情况

下可以作为参考'

溶血是临床生化检验中常见的一种干扰因素#其干扰机制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血细胞高浓度成分逸出#使血清分析

物浓度增加'红细胞内
*E3

是血浆的
#B

倍#

A)@

浓度是血

浆的
!B&

倍#钾离子浓度是血清的
""

倍)

!+"

*

'因此在本组实验

中#仅轻度溶血就可导致结果增高#并且随着溶血程度的加深

而逐渐增高'

-

+@,)@

在实验中也表现为溶血越严重升高越

显著#原理与
A)@

和
*E3

相同'$

"

&血红蛋白本身对吸光度

的干扰'不同分析方法受血红蛋白干扰程度不同#其中终点法

更易受到血红蛋白吸光度干扰'红细胞破裂释放的血红蛋白

会使最终反应的吸光度增加#引起结果偏高)

!

#

#

*

'在实验中

32

+

*A,

+

4@/

+

3D

的测定随着血红蛋白浓度增高而显著性

增加#与多篇报道基本一致)

!

#

C+F

*

'$

#

&某些物质的血细胞内浓

度低于血浆时#则溶血相当于血浆被稀释#使这些血清成分特

别是在发生重度溶血时检测值降低#比如
7J

+

4>

+

D>O

+

DD3

等)

#

*

'$

C

&血红蛋白还可竞争性抑制分析物与试剂中的反应物

结合#使测定结果低于实际值'在胆红素测定中#血红蛋白对

用重氮法检测的
3K1>

产生严重的正干扰)

"

*

'有作者研究证实

钒酸盐法抗血红蛋白干扰能力优于重氮法#在血红蛋白浓度
&

!&

?

"

A

时#对
3K1>

无影响#对
)K1>

有轻微负影响#与本次研究

结果相符'$

F

&血清
4̀

动力学测定中#因红细胞来源的腺苷

酸激酶$

*d

&参与其指示反应#使结果假性增高#

4̀ +(,

结果

随着
4̀

的增高而增高)

#

*

'

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各个实验室报道结果不

尽相同#对影响的具体项目的统计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B

*

#这

可能与各实验室使用的试剂+仪器+分析参数设置以及实验时

溶血标本的浓度不同等有关'如有文献报道标本溶血对

*A,

+

3D

+

4@\

测定无影响#而本实验室测得的
*A,

与溶血

程度正相关#

3D

和
4@\

测定在重度溶血时结果明显增高%又

如有报道称
*A3

和
*A2

与溶血程度呈正相关#而在本试验时

均无影响%血清
U2

测定在本次试验中随着溶血程度的加重而

产生显著性降低的影响#与贾章琳等)

'

*的报道结果完全不同!

所以在分析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时#要以本实验室

的实际统计结果为准'标本发生溶血是检验工作中经常遇到

的问题#引起溶血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

&使用注射器

抽血时负压过大#标本中混入泡沫造成溶血%穿刺血管不顺利

$反复抽取&+压脉带压迫血管时间较长+患者血管不充盈反复

拍打血管+未取下针头直接注入试管#使血液注入试管中时压

力过大等因素均可引起溶血'$

"

&使用留置针抽血#留置针内

的血液也会引起溶血#此时应放掉针内的血液#再抽取血液作

为标本使用'$

#

&标本采集后颠倒混匀力度过大或次数过多#

试管内壁不清洁或受到污染'$

C

&标本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较大

的振荡#或是运输中温度过高或过低等因素均可造成溶血'

$

F

&冬季将采集后的标本放置窗台上#温度过低造成溶血%采集

后不需及时检测的标本未加离心分离血清放置冰箱冷冻室保

存或是标本放置时间过长造成溶血'$

%

&标本在实验室离心分

离时处理不当#导致标本溶血'

综上所述#溶血对大多数生化检验项目产生显著性影响#

了解标本溶血对检验结果的影响#为临床医生提供结果判断依

据#对检验结果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应用#避免导致误判的发生'

所以在工作中遇到溶血的标本#应及时与临床沟通#不能全部

当作不合格标本拒收'检验人员须在检验报告单上备注标本

的溶血状态#以提醒报告使用者的注意'对结果影响较大的项

目应尽可能重新采集检验#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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