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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危人员艾滋病性病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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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的主要影响和解决措施探讨

马
!

燕

"湖北省武汉市福海县中医院!武汉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标本溶血现象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具体影响!并且找出消除影响的解决措施$方法
!

选择在
'*,&

年
,'

月

至
'*,+

年
,'

月进入医院进行体检的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在患者空腹的时候抽取约
+CM

静脉血!在经过离心操作之后选

择临床上专用的
5̀P4$Xf

%试剂%定标液以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血液
#V

%

Y$M

%

5M\

%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生化指标的检测$然后通过获得的检测结果回归分析!将其与血清
Y@

浓度进行对比!了解不同标本的溶血情况$

结果
!

在溶血前%后检测的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同时

血清
Y@

浓度变化值和相应溶血项目变化值具有明显的关联$同时通过回归分析!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指标和溶血具有明显的联系$结论
!

标本溶血对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指标造成影响!并且可以

使用血清
Y@

浓度进行对比!以了解血液样本是否出现溶血现象$

关键词"标本溶血&

!

生化检验&

!

影响因素&

!

研究对策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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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标本是一种难保存'容易变质的液体标本#其在收集'

保存'运输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各种因素导致血红细胞破裂#

并且使细胞中的血红蛋白$

Y@

%进入到血浆或者血清之中#使

血液标本出现溶血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检验的准确度(

,

)

*临床

上在进行检验的时候常常需要检查血液样本有无出现溶血的

现象#才能使用血液标本进行检测*而判断是否溶血的方法为

了解血浆或者血清当中的蛋白水平是否大于
(**C

:

"

M

*在临

床上血液标本成分组合的变化会使诊断出现误差#直接影响到

疾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

)

*因此#本文通

过对溶血前'后的检验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入医

院进行体检的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为$

(+/.+U+/.

%岁*在研究当中

排除存在心脑血管疾病'遗传性血液疾病以及免疫类疾病患

者*患者在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A

!

方法
!

在患者空腹时抽取大约
+CM

的静脉血#然后将

其分别加入两支肝素抗凝真空采血管当中#其中一支试管使用

常见的负压方法逐渐注入血液#而另一支试管则采用去除试管

帽#用力挤压的方法将血液注入试管当中*通过反复操作
,*

次之后#使血液样本出现溶血的现象*这两种血液样本均进行

离心操作#时间为
.

!

,*C13

#其离心的速度为
&***=

"

C13

左

右*在将
'

个试管分成正常管和溶血管之后#选择临床上专用

的
5̀P4$Xf

'试剂'定标液以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查

血液当中的
#V

'

Y$M

'

5M\

'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生化指标的变化*在检测的时候#不同的生化

指标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比如使用速率法进行检测
M$Y

与

5H#

&使用双缩脲法进行检测
#!

&采用溴钾酚绿法进行检测

5M\

&采用离子选择电极法进行进行检测
P;

d以及
b

d

&使用

终点法进行检测
#V

&使用重氮盐法进行检测
Y\$Y

'

"b4N\

'

"b

*最后将获得的检测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并且进行对比血

清
Y@

浓度#了解溶血的具体情况*

@/B

!

观察指标
!

本次研究通过观察
Y$M

'

#V

'

5M\

'

P;

d

'

b

d

'

M$Y

'

Y\$Y

'

"b4N\

'

"b

'

5H#

'

#!

等生化指标的变化

进行了解溶血的具体情况#并且通过了解血清
Y@

浓度变化与

生化指标变化的关系#确定有效的溶血解决措施*

@/C

!

统计学处理
!

通过
H!HH'*/*

统计学软件分析以及处理

本组研究数据#通过
EUC

代表一般资料#通过
!

' 检验计数资

料的对比#如果组间数据对比具有明显的差异#则具有统计学

意义#使用
!

#

*/*+

进行表示*

A

!

结
!!

果

A/@

!

溶血前'后血液标本生化指标的检验情况对比
!

经过对

溶血前'后血液标本生化指标的检验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在溶

血前'后所检测的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指标存在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同时

在溶血前'后所检测的
#V

'

Y$M

'

5M\

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溶血前%后血液标本生化指标的检验情况对比#

EUC

$

生化指标 溶血前 溶血后
!

'

!

Y$M

$

CC6>

"

M

%

,/+U*/+ ,/+U*/) */,)-

#

*/*+

#V

$

CC6>

"

M

%

,/%U*/% ,/%U*/- */'*.

#

*/*+

5M\

$

:

"

M

%

&,/)U,/- &,/)U,/. */,'&

#

*/*+

P;

d

$

CC6>

"

M

%

,&'/(U&/( ,'&/+U%/. +/(.-

#

*/*+

b

d

$

CC6>

"

M

%

(/-U,/' %/&U'/' ./&''

#

*/*+

M$Y

$

a

"

CM

%

,)'/(U+&/% &*,/.U.'/+ ,(*/,,(

#

*/*+

Y\$Y

$

a

"

CM

%

,&&/(U%'/( (+%/%U,&*/%,*'/)%-

#

*/*+

"b4N\

$

a

"

CM

%

%/%U,/( .&/)U,%/% .)/,*.

#

*/*+

"b

$

a

"

CM

%

,')/)U%./) ,%./.U)./) %/**'

#

*/*+

5H#

$

:

"

M

%

)'/%U(/) )-/&U&/) )/()'

#

*/*+

#!

$

a

"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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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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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

血清
Y@

浓度变化值与相应溶血项目变化值对比
!

经过

对血清
Y@

浓度变化值与相应溶血项目变化进行分析发现#血

清
Y@

浓度变化值和相应溶血项目变化值具有明显的关联*

表
'

!!

血清
Y@

浓度变化值与相应溶血项目变化值统计结果对比

&

Y@

$

:

"

M

%

&

#!

$

:

"

M

%

&

5H#

$

a

"

M

%

&

"b

$

a

"

M

%

&

"b4N\

$

a

"

M

%

&

Y\$Y

$

a

"

CM

%

&

b

d

$

CC6>

"

M

%

&

P;

d

$

CC6>

"

M

%

*/- '/& ,, % '' &( */,+ Z&/(

,/( '/) ,( ,, (' +( */&& Z+/+

,/) (/% ,) ,- &) .) */+) Z%/(

'/' &/( ,. '+ +& ,,' ,/,( Z./-

'/- &/- ', (( %. ,+( ,/.. Z,,/+

(/) +/( '& () )+ ,%% '/*' Z,+/+

&/+ +/) '% (- .( ,.+ '/(+ Z,%/&

+/. )/. '- &) -) '%- '/.& Z'(/+

A/B

!

各生化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对比
!

通过对各生化指标的

回归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
Y\$Y

'

M$Y

'

5H#

'

"b4

N\

'

"b

'

#!

'

P;

d

'

b

d等指标和溶血具有明显的联系#其相关

系数$

4

%分别是
*/--(

'

*/--'

'

*/-.-

'

*/-).

'

*/-.%

'

*/-%,

'

Z*/--,

'

*/---

*而回归方程分别为
.

#!

W*/'%)'Z,/.'(

'

.

5H#

W*/)&.'Z*/%'-

'

.

"b

W*/,*.'Z*/*,.

'

.

"b4N\

W

*/*.''Z,/.(.

'

.

Y\$Y

W*/**''Z*/,''

'

.

M$Y

W*/*,-'Z

*/'+.

'

.

b

d

W,/.%,'Z*/,.)

以及
.

P;

d

WZ*/''-'Z*/'+.

*

B

!

讨
!!

论

!!

在临床上生化指标检验中溶血现象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严

重影响了检测的准确度*引发溶血现象为红细胞中的物质进

入血清或者血浆之后#导致血液的成分出现了偏差(

(

)

*而且

5H#

与
M$Y

这两种成分在红细胞内的含量明显超过正常血

清当中的含量#当血液标本出现溶血现象之后#红细胞中的

5H#

与
M$Y

逐渐进入在血清当中#导致使得
5H#

与
M$Y

的

数量明显增多#影响了诊断的准确性*在一般情况下
"b

不会

出现在红细胞中#但是血液标本出现溶血之后#血清当中会出

现腺苷酸激酶$

5b

%#而
5b

会分解成为肌酸和
5#!

#导致
"b

的含量明显增加(

&

)

*而且
"b4N\

的水平会跟着
"b

水平的增

加而升高#而且也会明显受到
5b

的影响#出现大幅度增加的

情况#影响到医生的正确判断*另外
Y\$Y

含量的变化和

5H#

的情况存在较多相似之处#在溶血之后#会出现在血清

中#导致含量明显增加#影响检验结果&在溶血之后
#!

含量明

显提升的原因为许多血红蛋白中的珠蛋白转移到血清当中#导

致血清当中的
#!

含量增加#影响了人们的正确判断(

+

)

*

经过研究发现经过对血清
Y@

浓度变化值与相应溶血项

目变化进行分析发现#血清
Y@

浓度变化值和相应溶血项目变

化值具有明显的关联*从而说明可以血清
Y@

浓度变化值进

行对比溶血的具体情况#使人们更直观地看到溶血的变化*另

外在研究当中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

等指标和溶血具有明显的联系#其相关系数$

4

%分别是
*/--(

'

*/--'

'

*/-.-

'

*/-).

'

*/-.%

'

*/-%,

'

Z*/--,

'

*/---

*充分说明

了上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以被用于探究溶血现象原因*并

且在进行出现溶血现象的时候#对于程度较轻的溶血#可以使

用回归方程进行校正#而对于溶血情况严重的血液样本需要再

次进行采集*同时在研究中也指出
Y@

浓度变化值和相应溶

血项目变化值具有明显的关联#因此对于无法进行重新采集的

血液样本可以在出现溶血现象的时候#可以使用
Y@

浓度进行

校正#具有一定的修正效果(

%

)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要进行

注意各个环节#才能有效降低出现溶血的几率*比如要注意保

持采血器具的洁净#但是不要使用乙醇进行消毒#这是由于乙

醇会使得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的现象&在采集血液的时候#不

要将患者的胳膊扎太紧#并且要缓慢抽血#避免出现红细胞破

裂的现象&注意不要让其他物质进入到血液标本中#才能有效

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

)

*

综上所述#标本溶血对
Y\$Y

'

M$Y

'

5H#

'

"b4N\

'

"b

'

#!

'

P;

d

'

b

d等指标造成影响#并且可以使用血清
Y@

浓度进

行对比可以有效检测血液样本是否出现溶血现象#从而确定是

否需要进行重新采集样本#具有较强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

) 杨静#余少培
/

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

(

L

)

/

海南医学#

'*,(

#

'&

$

,'

%!

,.&+4,.&%/

(

'

) 韦小荣
/,,*

例溶血标本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

L

)

/

河北医学#

'*,'

#

,.

$

.

%!

,,))4,,)./

(

(

) 高晓阳
/

溶血标本对部分血液生化结果的影响及应对措

施(

L

)

/

实用预防医学#

'*,'

#

,-

$

(

%!

&(-4&&*/

(

&

) 毛小君
/

浅谈临床血清标本溶血对自动生化仪检验结果

的影响(

L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

%!

-(/

(

+

) 杨洪芬#苗蓁蓁#赵果园#等
/

溶血对某生化分析仪检测指

标影响因素分析(

L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4'**./

(

%

) 刘亚普
/

溶血标本对生化检验指标的影响分析(

L

)

/

国际

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4,.)+/

(

)

) 杨振东#姚文思
/

标本溶血对临床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

响及对策(

L

)

/

中国实用医药#

'*,,

#

%

$

,

%!

&4+/

(

.

) 刘勇
/

卒中后抑郁的早期干预对卒中愈后的影响分析

(

L

)

/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

#

,.

$

-

%!

,'+)4,'+./

(

-

) 单培佳#周颖奇#毕晓莹#等
/

卒中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和机

制(

L

)

/

国际脑血管病杂志#

'*,'

#

'*

$

.

%!

-(-4-&'/

(

,*

)伍少玲#燕铁斌#黄利荣#等
/

简易智力测试量表的效度及

信度研究(

L

)

/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

#

'+

$

(

%!

,&*4,&'/

(

,,

)翟雅莉#钞秋玲#沈明志#等
/

修订后的
N6"5

量表在老

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诊断中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L

)

/

中

华神经医学杂志#

'*,(

#

,'

$

'

%!

,)-4,.'/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39LM;@N8E

!

5B

:

B29'*,)

!

O6>/(.

!

P6/,%



(

,'

)巫嘉陵#安中平#王世民#等
/

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研究(

L

)

/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

#

-

$

+

%!

&%&4&%./

(

,(

)李得祥
/

文拉法辛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运动功能和认知

功能的影响(

L

)

/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

#

,%

$

,

%!

+-4

%*/

$收稿日期!

'*,)4*(4*)

!

修回日期!

'*,)4*+4*)

%

&

!

通信作者#

S4C;1>

!

F<83>13

:0G

-)

"

,%(/F6C

*

!临床研究!

徐州地区
,',%

例门诊妇女
Y!O

时实荧光定量
!"̀

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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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输血科!江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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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徐州地区妇女高危型
Y!O

感染的阳性率和年龄段的关系及亚型的分布情况$方法
!

采用聚合酶链式

反应"

!"̀

#技术检测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妇科门诊就诊的妇女
,',%

例!将筛查人群分为
%

个年龄段!分析阳性

结果与年龄段的关系以及不同分型感染的情况$结果
!

在
,',%

例标本中共检出
Y!O

阳性标本
'*)

例!检出率为
,)/*'R

!其中

(*

!

(-

岁年龄段就检人数最多且阳性百分比最高
(*/&(R

$高危型
Y!O

感染主要为单一型感染
)*/*,R

!多重感染中以双重感

染为主$检测的亚型主要以
Y!O4,%

型多见!依次为
Y!O4+'

型%

Y!O4%%

型和
Y!O4+.

型$结论
!

统计结果发现高危型
Y!O

感染具有明显地域差异$对高危型
Y!O

的检测有利于本地区妇女的筛查和治疗$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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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

!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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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全球妇女癌症死亡率第二大疾病#而我国妇女宫

颈癌发病率也居高不下#属于最严重的恶性肿瘤之一*研究表

明#人乳头瘤病毒$

Y!O

%与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有密切的关

系(

,

)

#在宫劲癌患者中
Y!O4$P5

的检测率高达
--/)R

(

'

)

*

因此宫颈癌的早期筛查具有预防和治疗的重要意义*本研究

主要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

%检测技术对徐州地区
,',%

例门诊妇女进行
Y!O4$P5

检测#分析
Y!O

感染与年龄段的

关系以及其亚型分布特点#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徐州市

儿童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
,',%

例妇女标本#年龄
,.

!

%-

岁#

平均年龄为$

(./+.U&/&-

%*

@/A

!

仪器与试剂
!

高速低温离心机$

H1

:

C;

公司%#

!"̀

扩增

仪$美国
\164;=E

公司%#干式恒温器$杭州蓝焰科技有限公司%*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Y!O

%分型核酸测定试剂盒$荧光
!"̀

法%购自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

!

Y!O4$P5

的提取和检测

@/B/@

!

标本取样
!

用专用宫颈细胞采样刷进入宫颈口#顺时

针转动
+

周刷取细胞#将毛刷折断放入专用细胞保存液的取样

管中*

@/B/A

!

标本测定
!

取
,CM

细胞保存液标本移至离心管中#

,(***=

"

C13

离心
+C13

后弃上清液&再加入
,CM

生理盐水

混匀#

,(***=

"

C13+C13

洗涤
,

遍弃上清液&加入
,**

#

M

裂

解液#

,**^

孵育
,*C13

#

,(***=

"

C13

离心
+C13

#上清液作为

提取样本的
$P5

*利用
!"̀

结合
#;

[

C;3

技术对
Y!O

各型

的特异性
$P5

核酸片段进行分型检测*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5HH,)/*

统计软件分析#采用
!

'

检验分析
Y!O

感染数据之间的差异#以
!

#

*/*+

具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妇科门诊共检测
,',%

例患者#检出阳性病例
'*)

例#检出率为
,)/*'R

*从表
,

中

可见!将标本分为
%

个年龄段#检测人群主要集中在
(*

!#

&*

岁年龄段#其次为
&*

!#

+*

岁和
'*

!#

(*

岁两个年龄段*检

出率最高的为
#

'*

岁和
+*

!#

%*

岁两个年龄段#阳性百分比

则出现在
(*

!#

&*

岁和
'*

!#

(*

岁两个年龄期间*

从表
'

'

(

中可见
Y!O

感染的亚型主要以
Y!O4,%

型多

见$

,./*'R

%#依 次 是
Y!O4+'

型 $

,&/.&R

%'

Y!O4%%

型

$

,,/(,R

%和
Y!O4+.

型$

,*/%*R

%#而且徐州地区妇女的
,+

种高危型亚型均有检测出*在这
'*)

例阳性标本中可见单一

型感染为
,&)

例占阳性标本总数的
),/*,R

&其余
%*

例混合

感染中以双重感染多见占总感染标本的
,-/.,R

*在检测的

标本中还发现还发现
,

例七重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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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年龄分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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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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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组年龄的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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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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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检出例数的分布情况

亚型 检出例数$

)

% 占检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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