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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末梢血不同放置时间对血常规各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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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儿童末梢血不同放置时间对血常规各参数的影响"以此提高临床血常规检测的工作效率&方法
!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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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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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于该院就诊的
%(

名健康儿童的右手无名指末梢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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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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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血细胞分析仪

于采集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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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血常规检验&结果
!

以
&%P-/

的测定结果为对照"与其他时点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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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白细胞计数!

M8"

#'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

?KM

#'淋巴细胞绝对

值!

<bA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a

#'血小板计数!

?<5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KM

#'红细胞压积!

!"5

#'血小板压积!

?"5

#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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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合理安排时间"消除分析前误差"减少末梢血放置时间对血常规各参数的影响"对临

床数据的准确判定具有重要意义)建议血常规检测时间控制在
&(

"

)(P-/

内"以此提高临床检测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末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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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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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是临床检测疾病的常用方法!可为医生提供有

关病情的判定依据"目前!血常规检查已成为临床常规检查项

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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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抽取的静脉血进

行检测!且检测结果得到了众多医师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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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儿童静

脉血采集比较困难!在儿童血常规检测中!有调查发现末梢血

不同放置时间可对血常规各参数产生一定影响.

2

/

"本院日均

门诊量较大!如何提高血常规检测的工作效率一直是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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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3(&+

年
&

月!本院保健门诊抽取

%(

名健康儿童的末梢血进行血常规检验!进一步分析了末梢

血不同放置时间对血常规各参数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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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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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3(&+

年
&

月本院保健门诊就

诊的健康儿童共
%(

名!年龄
)

个月至
&)

岁!均按照无菌原则

取右手无名指末梢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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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于抗凝管内混匀以作备用"

$$%

!

仪器与试剂
!

抗凝管为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K541̂

3

*

毛细管型血常规管)广州阳普公司生产*!

>

H

.PFc1'((-

五分类

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品和校准品)日本西森美康公

司生产*"

$$&

!

方法
!

使用一次性采血针对
%(

名儿童的手指血进行采

集!经一次性吸管吸取末梢血
)((

(

<

!于
=K541̂

3

抗凝管内

混匀!在
3(

"

3%_

的室温下放置不同时间!采用
>

H

.PFc1'((-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分别在采集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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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末梢血标本进行血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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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血常规检验项目包括&红细胞计数)

:8"

*#白

细胞计数)

M8"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KM

*#血红蛋白

)

!78

*#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

?KM

*#血小板计数)

?<5

*#红

细胞压积)

!"5

*#血小板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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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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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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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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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

84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

分析数据!

Pf

4

表示计量资料!对比进行
>

检验!统计结果以
!

#

($(%

说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即刻检测)

(P-/

*与放置了
%P-/

的
M8"

#

!"5

#

:KM

#

@=a

#

<bA

的检测结果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5

#

?KM

#

?"5

则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进行
>

检验发现!

M8"

#

!"5

#

:KM

#

@=a

#

<bA

#

?<5

#

?KM

#

?"5

放置
%P-/

与放置
&%P-/

后检

测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放置
%P-/

后

:8"

#

!78

#

=9

#

84

与放置
&%P-/

的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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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不同放置时间的血常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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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是临床常见的检测方法!通过对各项指标的检

测可对人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有利于医生对不同疾病进行

准确鉴别!可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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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影响

血常规检查结果的因素较多!如标本采集方式#检测方法及放

置时间等"血常规检验主要是对患者的末梢血或静脉血标本

进行采集!并采用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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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的级

别不同!门诊和急诊血常规检测数量也会存在差异!发送报告

所用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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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温条件下!放置时间对血常

规检测结果的影响需要借助检测数据进行认证"本研究在

3(

"

3%_

的室温条件下!于不同的放置时间对末梢血标本进

行血常规检测!证实不同放置时间对血常规检测结果具有一定

影响"本研究采用
>

H

.PFc1'((-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

测!其利用流细胞计数法#流体聚焦法#

><>

血红蛋白检测法分

别对
M8"

#

:8"

和
?<5

#

!78

进行分析"由于
=K541̂

3

#血

小板肿胀可导致细胞毒性#血小板可逆性聚集现象发生!对此!

随着时间的变化!其检测结果也会发生一定变化"末梢血标本

使用抗凝剂可确保各参数基本稳定!但血液标本离开机体后会

产生部分凝聚!放置时间进一步延长!血小板凝聚后又会自动

解凝"所以!

(P-/

时的检测结果会出现假性降低现象"研究

表明!标本放置时间越长!

?<5

就会越少"随着时间的延长!

逐渐破坏的红细胞产生的碎片会超过血小板破坏的量!此时利

用分析仪对血小板进行检测!由于无法识别红细胞碎片!易将

红细胞碎片以电脉冲形式计入!故导致检测结果的假性增高"

相关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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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异常情况下!仪器法变异系数较镜检

法高"对于血液及血小板异常的患者而言!需要借助手工计数

进行复检!由此才能减少漏检和误检现象发生!有助于血小板

计数准确性的提升"由于血液离开人体后会产生可逆性聚集!

放置一定时间后可自行解聚.

&(1&&

/

"采血后立即进行检测!可

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但末梢血采集后放置时间太长也会产

生不良后果!故多选择放置
&%P-/

后的测定值作为对照"本

研究结果显示!标本放置
%P-/

后
?"5

#

?<5

#

?KM

等血小板

参数的测定结果与放置
&%P-/

后测定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

*+因血小板可逆性聚集作用的影响!仪器易

将聚集的血小板判定为巨大血小板"所以!血小板可逆性聚集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行散开成单个血小板!血小板参数逐渐

升高!直至恢复正常.

&3

/

"此外!血液离体后!温度因素#环境因

素的变化也会对血小板形态的改变造成不同影响!血小板周围

易产生丝状伪足!血小板伪足缠绕则形成血小板可逆聚集体!

其体积大小与淋巴细胞大小基本相同!故
M8"

升高#

?<5

下

降"当血小板聚集散开后!

<bA

#

M8"

会下降!

?<5

会升高"

离体后的血液即刻进行检测!使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末梢血

时!如遇到低渗透压的稀释液!水分进入红细胞内可导致

:KM

#

A"#

和
!"5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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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献报道!在
3(_

的环境

下对血标本进行保存!大型血小板比率#

?KM

#平均血小板体

积的变化较快!

(P-/

检测结果与
3;

检测结果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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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指出!

&;

完成平均血小板体

积的测定才能确保对体内血小板状况进行准确判定.

&%

/

"部分

就诊患者较少的基层医疗单位的血常规检验无需患者排队等

候!故末梢血采集后即进行血常规检测!

)

"

%P-/

便可发送报

告"本结果显示!

M8"

#

?<5

#

!"5

#

:KM

#

?KM

#

?"5

#

@=a

#

<bA

的
%P-/

检测结果与
&%P-/

的检测结果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

*"同时!提出
&(

"

)(P-/

内完成末梢血的血

常规检测!可减少标本放置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采集末梢血标本后即刻进行血常规检测对各参

数的影响较大!合理安排时间!消除分析前误差!减少放置时间

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对临床实验数据准确性的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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