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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法分离脂肪血浆的技术!减少血液资源的浪费%方法
!

将脂肪血浆放入"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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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血

冰箱中垂直静置
$

#

)A

!待脂肪与血浆分层后再次进行分离%结果
!

脂肪分离成功率为
4#1%3

!静置分离后脂肪血浆血量报废

率从
41$&3

下降到
%1'$3

!静置前后脂肪血浆报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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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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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法可以有效分离

脂肪血浆!减少脂肪血浆的报废率!有效防止血液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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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是治疗缺血患者的特殊资源#因此#向医疗机构提供

安全优质的血液是采供血机构的宗旨)采供血机构除了对采

集的血液进行输血相关传染病项目检测外#还要对血液的外

观*量等项目进行控制)较多学者研究发现#造成血浆报废的

最主要原因为脂肪血浆'

%0)

(

)献血者在献血前高脂肪*高蛋白

饮食等会引起脂血'

%

(

#造成献血者血液在成分制备过程中部分

血浆因重度乳糜而被报废)采供血机构不断改进方法避免大

量的血浆因脂血而报废#但基本停留在血液采集前对献血人员

宣传方面#无法对采集后的脂肪血浆进行有效的处理)为了充

分利用血液资源#减少血浆的报废#笔者改良脂肪血浆分离技

术#用$

'e#

%

`

储血冰箱静置法分离脂肪血浆#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脂肪分离成功率为
4#1%3

#脂肪血浆人数报废率从

%)1543

下降到
#14#3

#脂肪血浆血量报废率从
41$&3

下降到

%1'$3

#有效防止了浪费宝贵的血液资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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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B1B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献血者人数

%#5((&

例#总采血量
')4##5((HV

#未改良方法前脂肪血浆

报废人数
#(&$'

例#报废脂肪血浆量
$4#5)((HV

&

#(%$

年
%#

月至
#(%&

年
%(

月献血者人数
%$')22

例#总采血量
'5(&#

(((HV

#改良方法后脂肪血浆报废人数为
$4(%

例#报废脂肪

血浆量
2(%#)(HV

)改良方法后分离非临床可用血浆$轻*

中*重度脂肪血浆%

#%)$#

例)

B1C

!

仪器
!

hV%(((-

多通道生化分析仪$济南希望医疗器

械%#

#

#

& `

贮血冰箱#大容量低温离心机#

SU0

%

型血液分

浆夹)

B1D

!

方法

B1D1B

!

脂肪血浆判断及分离成功率计算
!

hV%(((-

多通道

生化分析仪通过
')(=H

冷光源对离心后的血清浊度进行吸光

度
,%

的测量#采用仪器设定的统一的标准线计算脂血指数#

将脂肪血浆判断为!合格脂肪血浆$脂血指数小于或等于

&)3

%&不合格脂肪血浆$脂血指数大于
&)3

%)脂肪分离成功

率为分离后合格脂肪血浆例数占总分离脂肪血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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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前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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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袋$或四联袋%采

集全血后离心$离心力
$4((

I

#时间
%(H;=

#温度
'`

%#分离

脂肪血浆#将红细胞保存液转移到红细胞袋#充分混匀后热合

断离#不热合血浆袋#生成
%

袋悬浮红细胞和
%

袋血浆&用管道

夹夹紧血浆袋转移管后#连同空转移袋一起放入
#

#

&`

贮血

冰箱中#垂直静置
$A

$如果脂肪血浆上层脂肪分层不清#则将

静置时间延长至
'

#

)A

%#待脂肪血浆中的脂肪析出后进行

分离)

B1D1D

!

分离脂肪
!

打开分浆夹#把血浆袋轻轻放在分浆夹上#

血浆袋高出分浆夹$高出位置以脂肪层高度为准%#将高出分浆

夹部分的血浆袋折起#同时打开管道夹#用手捏住转移管控制

脂肪流出的速度#待浮在血浆上层的脂肪全部流入转移袋后阻

断转移管#热合血浆袋)

B1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5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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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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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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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法分离脂肪血浆的技术#总共分离

脂肪血浆
#%#&$

袋#后合格血浆
%2'&#

袋#分离脂肪血浆分离

成功率为
4#1%3

)

#(%%

年
%

月至
#(%$

年
%%

月献血者人数

%#5((&

例#总采血量为
')4##5((HV

#未改良方法前脂肪血

浆报废人数为
#(&$'

例$占采血人数的
%)1543

%#报废脂肪血

浆量为
$4#5)((HV

$占总采血量
41$&3

%&

#(%$

年
%#

月至

#(%&

年
%(

月献血者人数为
%$')22

例#总采血量为
'5(&#(((

HV

#改良方法后脂肪血浆报废人数为
$4(%

例$占采血人数的

#14#3

%#报废脂肪血浆量
2(%#)(HV

$占采血量的
%1'$3

%#

改良方法前后脂肪血浆报废人数及报废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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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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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方法改良前及静置方法改良后脂肪血浆报废情况

方法
献血情况

献血者例数数$

0

% 采全血量$

HV

%

脂肪血浆报废

脂肪血浆例数$

0

% 在献血者中占比$

3

% 脂肪血浆$

HV

% 在总采血量中占比$

3

%

静置方法改良前
%#5((& ')4##5(( #(&$' %)154 $4#5)(( 41$&

静置方法改良后
%$')22 '5(&((( $4(% #1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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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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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输血治疗中#患者输入严重脂肪血浆后#脂肪颗粒

可引起受血者出现过敏反应*发热和脂肪栓塞等输血反应#严

重时可造成死亡'

#

(

)受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结构#以及肥胖

人群不断增多等原因影响#献血者献出的脂肪血浆越来越多)

该类血液在血站制备分离后常常报废血浆部分#脂肪血浆的报

废率居非检测因素引起血浆报废的首位'

$

(

)部分研究报道脂

肪血浆报废量占总采血量的
%21)3

#造成血液资源的极大

浪费'

'

(

)

如何将脂肪血浆的报废率降低成为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目前有文献报道降低脂肪血浆的报废率主要方法是采血前的

控制'

#

#

)

(

#主要的措施有!$

%

%避开餐后脂肪*蛋白峰值期采血&

$

#

%告知献血者献血前避免进食高脂肪*高蛋白食物&$

$

%献血

前采集标本离心判断脂肪水平#但降低脂肪血浆报废率的效果

不理想)

笔者通过改良采血后脂肪血浆的分离方法降低脂肪血浆

的报废率#利用脂肪冷藏后上浮的原理#将脂肪血浆$

'e#

%

`

静置#并去除浮在血浆上层的脂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研

究显示#分离方法改良后#脂肪血浆分离成功率高达
4#1%3

#脂

肪血浆人数报废率从
%)1543

下降到
#14#3

#脂肪血浆血量报

废率从
41$&3

下降到
%1'$3

#改良前后的脂肪血浆的报废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该方法的使用使脂肪血

浆报废率大大降低#节约了宝贵的血液资源)

本文报道的方法利用血袋原用配套装置材料#无穿刺和开

放性操作#操作方便并避免污染)同时笔者也发现#在操作中

有小部分血浆静置后脂肪分层不佳#具体原因目前不明确#这

也是在本研究中脂肪血浆报废率未能下降到
(3

的原因)其

次#静置分离时间控制在
$

#

)A

#少于
$A

脂肪血浆分层不完

全#超过
)A

血浆容易出现絮状物析出的现象#且在
)A

内无法

分层的脂肪血浆#延长放置时间也无法得到很好的分层效果)

采用静置法分离的脂肪血浆#符合,

R"%4'&50#(%#

全血及

成分血质量要求-的质量要求)通过血液采集后的静置法处

理#结合血液采集前的控制#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脂肪血浆的报

废#使宝贵的血液资源得以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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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或过滤洗涤尿培养标本对抗菌物质和菌落计数影响的研究"

柳益群%

!杨烨建#

!刘伟旗%

"

%1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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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检验科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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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离心或过滤洗涤尿培养标本对抗菌物质和菌落计数的影响%方法
!

选择禅城区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

年
2

月至
#(%&

年
%

月有尿路感染症状且尿白细胞酯酶阳性的标本!将每份标本分成
'

份"

,

$

"

$

-

$

*

#!其中
,

为原始尿液标本!

"

为离心洗涤!

-

为滤膜过滤洗涤!

*

为备份!对
,

$

"

$

-

进行抗菌物质测定和尿培养菌落计数!比较三者的差异%结果
!

)%(

份尿液

标本中抗菌物质的检出率为
$&1$3

"

%4)

(

)%(

#!

%4)

份抗菌物质阳性尿液标本经离心和滤膜过滤洗涤处理后培养!

"

$

-

组抗菌物

质抑菌圈直径明显比
,

组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

组菌落计数结果明显比
,

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结论
!

离心或过滤洗涤方法可等效去除尿液标本中的抗菌物质!有利于提高尿培养阳性检出率!便于菌落计数结果的观察%

关键词#离心&

!

过滤&

!

洗涤&

!

尿培养&

!

抗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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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

b/O

%是由各种病原体入侵泌尿系统引起的疾

病#常见细菌*真菌等感染)目前#

b/O

诊断的金标准是清洁

中段尿培养'

%

(

)定量中段尿培养菌落计数对
b/O

的诊断起着

决定性作用)影响尿培养检测结果的因素主要有尿液标本的

人为污染和尿液标本中含有抗菌物质'

#0$

(

)抗菌物质是指具有

杀菌或抑菌活性的物质#包括细菌素*类细菌素和抗菌药物等

生物活性物质'

'

(

)尿液标本中含有抗菌物质时#可能会抑制或

影响细菌生长#导致尿培养假阴性结果)目前尚未发现有实验

室在做尿培养前#先消除尿液标本中抗菌物质的报道)曾有报

道在测定抗菌药物后效应的实验研究中#采用离心洗涤法去除

尿液中的抗菌药物'

)

(

)张丹等'

&

(在研究中曾用
(1##

$

H

微孔

滤膜成功去除提取液中的细菌)本研究据此采用离心及微孔

滤膜过滤洗涤法#对尿培养标本进行处理#处理前后做抗菌物

质测定和菌落计数#旨在探讨该方法对尿培养标本抗菌物质和

菌落计数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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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B1B

!

标本来源
!

所有尿液标本来源于禅城区中心医院
#(%)

年
2

月至
#(%&

年
%

月有
b/O

症状的
)%(

住院患者#其中男

#5%

例#女
#%5

例#年龄
%2

#

5$

岁)采集
'#$

例患者晨尿标本#

42

例患者的导尿标本)所有尿液标本酯酶干化学法白细胞检

测结果均呈阳性)

B1C

!

仪器与试剂
!

微球菌$

,/--5$'%

%购自原卫生部临床检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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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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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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