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和运输速度)

&

*

'在相同条件下对所保存标本#用两种试剂盒

同时进行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之前日常工作中的检测'在

(%

例血小板减少患者中
[?8

]

F68

血小板抗体检测试剂盒共检

出阳性
"#

例#阳性率为
"0.

%国产长春博迅血小板抗体检测

试剂盒共检出阳性
"0

例#阳性率为
"&.

'国产试剂盒与进口

试剂盒两者之间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无论哪一种血小板抗体检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尤

其是固相凝集法#指示红细胞为人
)

*

`

致敏红细胞#效期短(稳

定性差#运输途中容易受温度及运输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抗

人
)

*

`

和指示红细胞与反应微孔中血小板单细胞层上的
)

*

`

抗体结合#使红细胞聚集在微孔板底部#导致假阴性结果)

%9-

*

'

血小板悬液在反应孔底部形成的血小板单层也容易受洗涤等

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假阴性结果等'在
"'!&

年
&

月之前#试剂

被送达本科室时#冰袋均已处于融化状态#也无运输途中的温

控监测记录#这可能是导致本科室低检出率的主要原因'

因此#试剂盒供货方应采用合适的运输包装方法#确保试

剂冷链运输控制在
"

!

,m

)

,

*

#对于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如甘

肃天水#供货方应使用更快捷的运输方式$如航空运输&缩短试

剂运输时间#或者在合适的地区建立试剂运输中转站#减少长途

运输时间#在对试剂进行封装时#最好在
"

!

,m

冷库或低温操

作台上进行封装)

(

*

%冬季气温较低时#应注意保温#防止试剂反

复冻融#供应商必须提供试剂运输冷链监控温度记录#避免整个

运输过程中的试剂处于失控状态#确保检测试剂盒的质量)

!'

*

'

本次试验所使用的国产与进口试剂盒均采用固相凝集法#

该方法被认为是血小板抗体检测中的金标准#具有方法学简

单#实验时间短#结果重复性好(特异度高(敏感度好且直观可

视(易判断等优点'广泛适用于血小板交叉配型和血小板抗体

的筛查'

经过上述比较#两种试剂盒其灵敏度和特异性均无差异#

只是国产试剂盒在稳定性方面还有待提高#如果供货方能够保

证试剂运输途中的温度及运输速度#国产试剂盒具有价格实惠

的特点#将更适合于基层医院进行批量标本的临床初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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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贫血对凝血酶原时间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检测结果的影响研究

梁文彬!王明丽!温林锋

"广东省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

&!0'!!

%

!!

摘
!

要"目的
!

设计对照试验!研究贫血对凝血酶原时间"

/:

%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4/::

%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选

择从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检查的
!"%

例贫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每位患者均采集
"

管血!常规组的一管以抗凝

剂与全血体积比
!j(

为标准进行采血!试验组标本按公式)抗凝剂体积"

CT

%

\'$!,&n

采血量
n

"

!PcY:

%*将校正采血量计算

出!以校正采血量为标准进行采血!并对其
/:

和
4/::

值进行检测!将不同
cY:

时
/:

与
4/::

值的差异进行对比&结果
!

cY:

'

'$"&

时!两组间
/:

'

4/::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cY:

$

'$"&

时!试验组
/:

'

4/::

值显著低于常规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cY:

$

'$"&

的严重贫血患者!采用常规采血方式会使
/:

和
4/::

的检测数据偏小!为提

高
/:

和
4/::

检测数据的精确度应校准采血量&

关键词"贫血$

!

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

!'$#(%(

"

5

$6778$!%-#90!#'$"'!-$'&$'#(

文献标识码"

4

文章编号"

!%-#90!#'

"

"'!-

%

'&9'%-09'"

!!

红细胞计数较正常水平低#称之为贫血'贫血可导致血液

携氧能力降低#引发包括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及呼吸系统等在

内的多器官多系统的改变#临床表现为乏力(皮肤苍白(心慌(

头晕等)

!

*

'贫血可以依据严重程度(形态学(骨髓红系增生情

况和进展速度等分为不同种类#临床上对贫血类型的正确判断

对于疾病治疗和预后均有重大意义)

"

*

'临床上有许多用于血

液系统疾病辅助诊断的检测指标#其中凝血酶原时间$

/:

&和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4/::

&是所有检测指标中最重要的

两项'通过检测
/:

和
4/::

的水平可以大致了解血液内(外

源性凝血系统中各凝血因子的情况'

/:

和
4/::

的检测水

平会受到采集血液标本时所加枸橼酸钠液抗凝剂比例的影

响)

#

*

'本研究纳入了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受

检查的
!"%

例贫血患者#设计对照试验#旨在研究贫血对
/:

和
4/::

检测结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NT?J+=B

!

+?HE@"'!-

!

3;D$#,

!

U;$&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受检

查的
!"%

例贫血患者纳入本研究#男
%0

例(女
%"

例#患者年龄

为
"'

!

%'

岁#平均$

",$%"_&$,#

&岁'纳入标准!$

!

&确诊为贫

血患者%$

"

&年龄为
"'

!

%'

岁%$

#

&无心脏(肝脏及肾脏等重要

脏器疾病'

?$@

!

仪器与试剂
!

本研究中所有血标本
/:

和
4/::

的检测

均采用深圳雷杜公司
R4Y9!,''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进行检测#

本检查中需要用到的其他所有试剂(质控物及定标也均购自上

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

!

方法
!

对所有检查患者均应用两种采血方式进行采血'

第
!

种采血方式严格按照抗凝剂与全血
!j(

的配比进行采集

$一次性真空管可以盛
'$"CT

的构掾酸钠液抗凝剂#所以需

采集
!$,CT

全血&#该标本作为常规组#然后进行
/:

和

4/::

的检测'第二种采血方式中#使用的抗凝剂剂量按公

式!抗凝剂剂量
\

)

'$!,&n

采血量
n

$

!PcY:

&贫血%凝血酶

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计算得出%校准采血量根据患

者已知的
cY:

值计算得出#采血按校准采血量进行采集%该

标本作为试验组#然后检测
/:

和
4/::

'采血过程应严格遵

守无菌操作规则#血标本于采集后立即轻柔地进行上下颠倒混

匀'标本于
#'''H

"

C68

离心机离心#

!'C68

后由专人对其进

行检测)

0

*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

进行分析#

/:

和
4/::

的检测结果以
9_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cY:

在不同范围内时#两组贫血患者
/:

和
4/::

进行

比较'

cY:

'

'$"&

时#常规组
/:

与试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常规组
4/::

与试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

cY:

$

'$"&

时#试验组
/:

明显高于常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
4/::

也明显高于

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两组贫血患者不同程度
cY:

时
/:

和
4/::

值

!!!

的比较#

9_C

$

项目
cY:

'

'$"&

检查结果
? !

cY:

$

'$"&

检查结果
? !

/:

$

7

&

!

常规组
!"$!&_!$!# '$-" '$0& !"$&-_!$0" "$(, '$'#

!

试验组
!"$'!_!$', !#$0%_!$0&

4/::

$

7

&

!

常规组
#-$"#_#$(% '$(% '$#" #%$(%_0$%# "$"! '$'0

!

试验组
#%$&"_0$"" #,$("_0$%#

A

!

讨
!!

论

!!

/:

和
4/::

是医院检验科经常检验的
"

个项目#除了诊

断与筛选出血性疾病外#也可以用于检查血栓前状态#诊断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

Z)Y

&#也可以用于指导抗凝治疗患者的用药

及预后观察等'检验结果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医生对患者病情

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疗效观察)

&

*

'本文探讨了贫血对
/:

和

4/::

检测结果的影响'

血液凝固过程十分复杂#应用浓度为
!'(CC;D

"

T

的枸橼

酸钠抗凝剂对凝血功能进行检测#血液中的
Y?

"̂ 可以与枸橼

酸钠抗凝剂结合继而阻断血液的凝固#从而实现抗凝的目

的)

%

*

'临床上现在应用的一次性真空采集管可以盛装
'$"CT

的枸橼酸钠抗凝剂#所以应采集
!$,CT

的全血#当
cY:

为

'$0'

!

'$&'

时#血浆体积在
'$&'

!

'$%'

范围内时#抗凝剂"血

浆的比值为
!j&

时#枸橼酸钠和钙离子的比例是最恰当的#此

时
Y?

"̂ 可以被枸橼酸钠进行完全的络合封闭#从而阻断凝血

过程)

-

*

'当患者红细胞减少$贫血&或患有红细胞增多症时#

cY:

出现改变#血浆浓度明显减少或增多#致使抗凝剂剂量相

对减少或增多'在血浆浓度减少时#枸橼酸钠浓度相对增多#

而血浆中钙离子的浓度是固定的#相对过量的枸橼酸钠与钙离

子进行完全络合#致使在凝血过程中出现钙离子不足#从而导

致
/:

和
4/::

的结果增大'而当血浆浓度增多时#此时钙离

子浓度相对增多#在与枸橼酸钠进行络合后钙离子仍然有剩

余#没有被络合的钙离子仍可以促进微量血浆的凝固'虽然凝

固过程会消耗微量凝血因子#但是对于相对增多的血液来说#

实际凝血因子的浓度仍然相对增多#此时所测得的
/:

和

4/::

的结果减小'因此#为了能够使检测结果相对准确#就

需要校正抗凝剂与血标本体积比#当
cY:

大于
&&.

或者小于

"&.

时#应该
'$''!,&n

采血量
n

$

!''PcY:

&来计算抗凝剂

的用量)

,

*

'本研究即是按照这个理论设计了常规组与试验组

标本的采集方式#对不同
cY:

时
/:

与
4/::

值进行了组间

比较#进而研究并分析贫血对
/:

和
4/::

检测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cY:

'

'$"&

时#常规组
/:

与试验组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

!

%

'$'&

&%常规组
4/::

检测结果$

#-$"#_

#$(%

&

7

与试验组的$

#%$&"_0$""

&

7

亦差异不大#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

cY:

$

'$"&

时#实验组
/:

明显高于常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实验组
4/::

也明显高于

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

cY:

$

'$"&

的严重贫血患者#采用常规采血方

式会导致
/:

和
4/::

的检测数据偏小#为提高
/:

和
4/::

检测数据的精确度应校准采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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