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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条件对凝血三项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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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验证该实验室常规凝血检测离心条件并探讨建立优化离心条件$方法
!

以该院体检者及住院患者为研究对

象#分为常规组%标准组%提速组$应用不同离心条件离心获得乏血小板血浆!

QQQ

"#进行常规凝血项目凝血酶原时间!

Q=

"%国际

标准化比率!

.4S

"%纤维蛋白原!

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0Q==

"的检测&其次对不同血小板含量的标本采用常规条件和标

准条件离心后#检测血浆中剩余血小板含量$结果
!

常规组和提速组的凝血常规各项检测结果与标准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7$!

"&血小板浓度低于
!$$Y"$

#

'

-

时#常规条件和标准条件离心后
QQQ"$$g

合格#血小板浓度高于
!$$Y"$

#

'

-

时合格率

降低为
9+g

$结论
!

目前的常规离心条件可以满足常规凝血检测#对特殊类型凝血检测及血小板浓度高于
!$$Y"$

#

'

-

的标本#

需要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R-/.

"的要求进行离心处理$

关键词"凝血检测&

!

离心条件&

!

乏血小板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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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检测已广泛应用于患者凝血因子和凝血功能的诊断$

出血和血栓性疾病的诊断$抗凝药物和因子替代治疗的监测$

以及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抗凝物质的筛查等'

"

(

)凝血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检验前处理程序尤为重

要'

6

(

)枸橼酸钠抗凝的全血标本在进入分析前$需以一定的速

度和时间离心而获得乏血小板血浆#

QQQ

%)+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第
8

版%,规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0Q==

%检测要

求
8$$$F

"

H);

离心
"$H);

$凝血酶原时间#

Q=

%低速分离血浆

即可)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R-/.

%指南于
6$"!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临床检验标准卷,

为
"!$$

*

离心
"!H);

)本实验室根据第
8

版要求采用
8$$$

F

"

H);

离心
"$H);

$但能否满足新的国家标准$尚未进行验证&

同时为有效缩短凝血标本检测的周转时间#

=0=

%$对提高离

心转速缩短离心时间是否可行也需作进一步的验证)本研究

探讨不同离心条件对常规凝血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影响$包

括!凝血酶原时间#

Q=

%*国际标准化比率#

.4S

%*

0Q==

*纤维

蛋白原#

T.&

%)对本实验室现行的离心条件进行验证$并进一

步建立适合本室条件的凝血项目最佳离心条件)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选取
6$"!

年
""

月
"

日至
"6

月
8$

日该院健

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

"

%基本健康$既往无出血*血

栓性疾病)#

6

%无心*肺*肝*肾和血液系统疾病史)共
+$

例$

男
69

例$女
"+

例$年龄
68

"

$̂

岁$平均年龄#

96W!

%岁$进行

不同浓度血小板
QQQ

验证)选取该院住院患者$根据不同血

小板浓度进行分组)

?7@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1@FDH2;@A@)>;-AL>FA@>F

N

公司的

0R-5=]Q<$$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品&日本西

森美康
b,56"$$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品&美

国
&AEIHA;3-

电动离心机$离心半径
"67!EH

)所有仪器均

在良好状态下进行实验)

?7A

!

方法

?7A7?

!

不同离心条件对凝血项目的检测结果
!

空腹状态下$

用含
"$

#

HH>M

"

-

枸橼酸钠
$78H-

的真空采血管采集受检者

静脉血
67<H-

$轻轻颠倒混匀后$送到实验室)共收集
+$

份

标本$将每份平均分为
8

份$每份
"H-

$分为常规组*标准组*

提速组$分别按不同的离心条件进行离心)常规组按照第
8

版

-

6<9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AL(2G

!

]E@>L2F6$"9

!

'>M78<

!

4>7"#



要求
8$$$F

"

H);

离心
"$H);

$标准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标准汇编
!

临床检验标准卷,要求
"!$$

*

离心
"!H);

$根据

本实验室离心机的离心半径#

"67!EH

%换算离心转速为
88$6

F

"

H);

离心
"!H);

$提速组使用
89$$F

"

H);

离心
!H);

)应用

美国
.;1@FDH2;@A@)>;-AL>FA@>F

N

公司生产配套冻干粉质控品$

复溶后分杯
Z6$[

冻存$每天早晨常规实验前取出$室温放置

"!H);

溶解平衡后$混匀上机检测$质控在控下进行实验)

Q=

和
0Q==

均为凝固法&

.4S

采用
Q=

衍生计算法&

T.&

为

RMAD11

法)所有标本均在采集后
+B

内完成离心和上机检测)

?7A7@

!

常规条件离心后
QQQ

验证
!

筛选同时检测全血细胞

分析和凝血常规的标本$根据血小板检测结果分为
8

组!

#

"$$

"

8$$

%

Y"$

#

"

-

组$#

8$$

"

!$$

%

Y"$

#

"

-

组$#

!$$

"

$̂$

%

Y

"$

#

"

-

组$每组
6$

例$将凝血标本平均分成
6

份$按常规离心

条件#

8$$$F

"

H);

$

"$H);

%和标准离心条件#

88$6F

"

H);

$

"!

H);

%平行进行离心后$检测
QQQ

中剩余血小板含量)

?7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W

标准差#

)W4

%表示$多组间样本均数比较使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应用
L

检验)

!

#

$7$!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不同离心条件对凝血三项检测结果的影响
!

常规组离心

条件
8$$$F

"

H);

换算离心力为
"68̂

*

$离心
"$H);

$提速组

89$$F

"

H);

换算离心力为
"<̂6

*

离心
!H);

$标准组
"!$$

*

离心
"!H);

)

8

组离心后进行检测$

8

组间
Q=

*

.4S

*

T.&

*

0Q==

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7$!

%)说明目前

应用的离心条件及提速离心条件均能满足常规标本的检测要

求)见表
"

)

表
"

!!

不同离心条件下凝血检测结果比较#

)W4

$

组别
1 Q=

#

1

%

.4S T.&

#

*

"

-

%

0Q==

#

1

%

常规组
+$ "$7̂6W$78̂ $7##W$789 87+8W$7!9 8"78̂ W676<

标准组
+$ "$7̂+W$7+< $7##W$7+ 87+"W$796 8"796W6788

提速组
+$ "$7#"W$7++ $7##W$78# 87+6W$79! 8"7+<W676#

@7@

!

常规离心条件下
QQQ

的验证结果
!

血小板浓度#

"$$

"

8$$

%

Y"$

#

"

-

组和#

8$$

"

!$$

%

Y"$

#

"

-

组$常规离心条件下

QQQ

中剩余血小板分别为#

!7$$W67$!

%

Y"$

#

"

-

和#

978!W

67!9

%

Y"$

#

"

-

$

6

组
QQQ

剩余血小板浓度均低于
"$Y"$

#

"

-

&

血小板#

!$$

"

$̂$

%

Y"$

#

"

-

组$常规离心条件下
QQQ

中有部分

剩余血小板高于
"$Y"$

#

"

-

$不合格标本占总例数的
89g

$而

标准离心条件下
QQQ

中剩余血小板全部低于
"$Y"$

#

"

-

)见

表
6

)

表
6

!!

离心后
QQQ

的验证结果#

)W4

$

组别
1

常规条件离心后
QQQ

剩余血小板#

Y"$

#

"

-

%

QQQ

合格率#

g

%

标准条件离心后
QQQ

剩余

血小板#

Y"$

#

"

-

%

QQQ

合格率#

g

%

#

"$$

"

8$$

%

Y"$

#

"

-

组
6$ !7$$W67$! "$$ 67+!W67$" "$$

#

8$$

"

!$$

%

Y"$

#

"

-

组
6$ 978!W67!9 "$$ 8769W67<9 "$$

#

!$$

"

$̂$

%

Y"$

#

"

-

组
"+ "$7̂!W<7$+ 9+ 978!W87$̂ "$$

A

!

讨
!!

论

凝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检测流程的标准化*室内质

量控制及实验前多种因素显著相关$离心制备
QQQ

是其中最

关键的步骤$因而离心条件的验证对标准化检测流程$提高检

测的准确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8

版%,规定
0Q==

检测要求

8$$$F

"

H);

$离心
"$H);

$

Q=

低速离心分离血浆即可$其他项

目无明确要求)由于各医院所用离心机品牌不同$型号不同$

有效离心半径也不同$因而在相同转速条件下$获得相对离心

力不相同$而相对离心力才是离心沉降的决定性因素)有研究

表明$血小板磷脂与蛋白成分共同促进凝血酶原酶与凝血酶的

形成$使整个凝血过程加速
6Y"$

^ 倍'

8

(

)推测血小板可使内

源性凝血途径提速近
"$$$

倍$如果离心时间不够$血小板未

完全沉降$相应凝血的磷脂催化表面增加$从而严重影响检测

结果)

R-/.

建议常规凝血检测项目及特殊凝血检测项目离心获

得合格的
QQQ

$即血浆中血小板浓度低于
"$Y"$

#

"

-

$要求离

心速度为
"!$$

*

$离心时间不少于
"!H);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标准汇编-临床检验标准卷#

6$"!

年版%,采纳
R-/.

的

离心条件$作为我国凝血项目检测的国家标准)

有研究报道$以
R-/.

推荐的
"!$$

*

为金标准$应用不同

的离心力#

8$$$

*

"!$$

*

"$$$

*

!$$

*

%离心分离获得
QQQ

$然后

检测各组离心后
QQQ

中剩余血小板$结果显示$离心力为

"$$$

*

获得的剩余血小板与
"!$$

*

离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7$!

%&而离心力为
8$$$

*

分离的剩余血小板显著

低于
"!$$

*

离心&离心力为
!$$

*

的剩余血小板显著高于

"!$$

*

离心'

!

(

)本研究使用常规离心条件获得
QQQ

$进行凝

血项目检测结果与标准离心条件下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7$!

%$与上述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本研究探讨提高离心速度缩短离心时间对凝血检测结果

的影响)紧急情况下$常规凝血项目的检测时间不能满足临床

急诊)本组将离心速度提高至
89$$F

"

H);

$离心时间缩短至
!

H);

获得
QQQ

进行凝血检测$结果表明该结果与标准离心条

件下获得的凝血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是紧急情况下缩短
=0=

的有效*可行方法$与有关文

献报道一致'

95<

(

)

根据
R-/.

建议$不同凝血检测项目对血浆中残存血小板

的要求不同)

Q=

和
0Q==

检测低于
6$$Y"$

#

"

-

即可$而特

殊类型凝血检测项目#蛋白
/

%则必须要求血浆中血小板浓度

低于
"$Y"$

#

"

-

)有研究显示$

"

次离心可满足常规凝血项目$

而特殊类型项目则需要经过
6

次离心才能达到小于
"$Y"$

#

"

-

'

^

(

)有学者研究报道$离心机工作时加速键的.开/或者.关/

也是影响
QQQ

中剩余血小板的重要因素$建议凝血标本离心

时选择.关/

'

#

(

)依据
R-/.

标准$普通凝血
+

项检测在常规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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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条件下可达到要求)特殊类型项目需增加离心条件或者进

行
6

次离心$达到合格)由于特殊类型项目的检测试剂昂贵$

本组未进行检测结果比对$仅以离心后
QQQ

水平验证离心

效果)

某些患者血小板含量非常高$常规离心后是否能满足检测

要求)本研究选取血小板含量不同的患者凝血标本$按常规及

标准条件离心后$检测
QQQ

中剩余血小板含量$结果显示$血

小板#

"$$

"

8$$

%

Y"$

#

"

-

和#

8$$

"

!$$

%

Y"$

#

"

-

时$

QQQ

中剩

余血小板均在
"$Y"$

#

"

-

以下$而当血小板高于
!$$Y"$

#

"

-

时$

QQQ

中剩余血小板仅有
9+g

小于
"$Y"$

#

"

-

$有
89g

的标

本离心后
QQQ

中剩余血小板高于
"$Y"$

#

"

-

$按标准条件离心

后血小板全部低于
"$Y"$

#

"

-

)因此对于常规凝血项目检测$

用常规离心条件的
QQQ

水平可接受$但如果是特殊类型凝血

项目$如狼疮抗凝物检测等$则需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的离心

条件进行离心$获得标准的*可满足检测的
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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