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较差#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而造成的(

"%4"/

)

*例如采集样

本的时间'采集后的隔离等因素均可对检验结果产生较大的影

响*$

%

%采集取得的样本于存储'运输等过程中易发生微生物

的过度繁殖#影响检验结果*因此样本的运输'存储过程中一

方面要确保样本不被污染#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样本的活

性#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准确指

导*$

$

%人为因素对于检验结果的影响*微生物检验要求检验

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判断力及较强的操作水平#而随着现代检

验设备自动化水平的逐渐提高#过度自动化也会对检验结果造

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

%细菌培养的环节未能严格执行操作规

范'细菌鉴定仪存在的问题及其他的人为因素均可对检验结果

构成影响*对于上述发现的问题#需要对采样人员'检验人员

定期进行专业培训#特别是对检验人员的培训务必使其具备高

水平的检验技能#同时加强职业责任心的培训#使其充分认识

到工作的重要性*在采集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要求#减少采集的

错误操作*组织科室内部的经验交流#提高检验人员的专业素

养*定期保养检验设备#更新相关耗材#对设备进行专业校准#

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综上所述#临床检验中应加强采

样'储存'运输及检验等各环节的操作规范#以提高临床检验的

准确性#为临床诊断'治疗及疗效评估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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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中电解质*心肌酶*肝功能*血脂水平的影响

吴红霞

"江阴市人民医院!江苏江阴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中电解质&心肌酶&肝功能&血脂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d"%

月在该院进行

生化检验的
$##

份外周血样本为研究对象!在检测后将其进行溶血处理$观察溶血前后&不同溶血程度外周血样本电解质&心肌

酶&肝功能&血脂水平的差异$结果
!

溶血后!外周血样本的
L

&

RF

和
R<

水平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组的
L

&

RV

和
R<

水平高

于轻中度溶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而
)<

水平溶血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溶血后!外周血样本的肌酸激

酶"

RL

#&肌酸激酶同工酶"

RL4Wa

#&前体
)

末端前脑利钠肽"

)64

D

?7a)*

#和肌钙蛋白
F

"

R63F

#水平均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

组增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溶血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5V6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N6

#和总蛋白"

6*

#水

平均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组高于轻中度溶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溶血后!外周血样本中的总胆固醇"

6R

#&三

酰甘油"

6(

#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组高于轻中度溶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K̂V4R

#&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KV4R

#水平溶血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中的电解质&心肌酶&肝功

能和血脂水平有较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溶血%

!

心肌酶%

!

肝功能%

!

电解质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

标本溶血是检验科较为常见的现象#临床标本的送检不及

时或者采集过程中相关规范不合理等#均可以导致标本溶血的

发生*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标本溶血的发生率占到了送检标本

的
!-

以上#且在部分地区医院的发生率更高(

"

)

*标本溶血可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3:IV<@W9>

!

K9B9G@9?%#"'

!

T7F,$+

!

)7,%!



以导致检测指标的变化#在标本溶血的过程中#继发性的理化

因素的改变等#均可能导致相关临床检测指标的波动和精确度

的下降(

%4!

)

*电解质'心肌酶'肝功能'血脂等是临床上较为常

用的检测指标#为了进一步探讨临床标本溶血对于不同检测指

标的影响#本研究选取
%#"&

年
$d"%

月在本院进行生化检验

的
$##

例外周血样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标本溶血过程中不同

指标的变化情况*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进

行生化检验的
$##

份外周血样本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外周血样本无污染&$

%

%无凝血块&$

$

%送检时无溶血*排除标

准!合并毒血症或其他系统严重疾病患者的标本*根据纳入排

除标准共纳入标本数
$##

份*本项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评

审通过*

B,C

!

方法
!

所有送检标本加入抗凝剂
%GV

#

"###?

"

G13

离

心$离心半径
"#BG

%

/G13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电解

质'肝功能'血脂#检测试剂盒购自罗氏公司#全自动生化检测

仪器购自上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前体
)

末端前脑利钠肽

$

)64

D

?7a)*

%和肌钙蛋白
F

$

R63F

%的检测采用
MVUN5

法#

)64

D

?7a)*

和
R63F

抗体购自罗氏检测公司#相关配套试剂购自

南京凯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溶血操作!搅动血块使标本发生

溶血#

$###?

"

G13

离心
"#G13

#肉眼观察血清为淡红色#在血

球分析仪上测得血红蛋白$

^(a

%浓度#分为
%

组!

^(a

浓度
'

!

;

"

V

为轻中度溶血#

^(a

浓度
&

!

;

"

V

为重度溶外周血样本*

B,D

!

评价指标
!

比较
$##

份生化检验标本在溶血前后'不同

溶血程度电解质$

L

'

)<

'

RV

和
R<

%'心肌酶(肌酸激酶$

RL

%'

肌酸激酶同工酶$

RL4Wa

%'

)64

D

?7a)*

和
R63F

)'肝功能(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

5V6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N6

%和总

蛋白$

6*

%)'血脂(总胆固醇$

6R

%'三酰甘油$

6(

%'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K̂V4R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KV4R

%)水平的差

异#其中轻中度溶血
%$/

例#重度溶血
&/

例*

B,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NN"",/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5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进行比较*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溶血前后电解质水平的比较
!

溶血后#外周血样本的
L

'

RV

和
R<

水平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组的
L

'

RV

和
R<

水

平高于轻中度溶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

水平

溶血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溶血前后电解质水平的比较$

5Q?

%

组别
L

$

GG7F

"

V

%

)<

$

GG7F

"

V

%

RV

$

GG7F

"

V

%

R<

$

GG7F

"

V

%

溶血前
!,""Q#,"% "$+,&/Q%,"/ "#!,.+Q$,&+ %,%+Q#,"&

轻中度溶血
!,.+Q#,%+

$

"$+,'+Q$,!.

%

"#&,+.Q!,#%

$

%,$&Q#,$"

$

重度溶血
&,%"Q#,$.

"$

"$+,+!Q$,&/

%

""","%Q/,"$

"$

$,#"Q#,$!

"$

= d%+,/.% d#,"%" d',#!+ d"!,&!&

B

#

#,#/

&

#,#/

#

#,#/

#

#,#/

!!

注!与轻中度溶血比较#

"

B

#

#,#/

&与溶血前比较#

$

B

#

#,#/

&与溶血前比较#

%

B

&

#,#/

*

表
%

!!

溶血前后心肌酶指标的比较$

5Q?

%

组别
RL

$

_

"

V

%

RL4Wa

$

_

"

V

%

)64

D

?7a)*

$

#

;

"

V

%

R63F

$

#

;

"

V

%

溶血前
+/,&/Q+,#/ +,$/Q",#% '.,%$Q&,+/ #,#"#Q#,##"

轻中度溶血
"%/,&$Q"$,!+

$

"%,$!Q%,#$

$

"".,/!Q.,+'

$

#,#%'Q#,##!

$

重度溶血
"!&,""Q"!,.'

"$

".,+.Q$,#"

"$

"$%,"/Q"#,%$

"$

#,#$+Q#,##+

"$

= d"#,/'. d%$,&&' d.,#!/ d"/,$#$

B

#

#,#/

#

#,#/

#

#,#/

#

#,#/

!!

注!与轻中度溶血比较#

"

B

#

#,#/

&与溶血前比较#

$

B

#

#,#/

*

表
!

!!

溶血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5Q?

%

组别
6R

$

GG7F

"

V

%

K̂V4R

$

GG7F

"

V

%

VKV4R

$

GG7F

"

V

%

6(

$

GG7F

"

V

%

溶血前
',+/Q",#% ",/$Q#,$% %,!'Q#,"" #,'+Q#,"%

轻中度溶血
+,++Q",#%

$

",/!Q#,$+

%

%,!&Q#,"$

%

",#%Q#,%"

$

重度溶血
.,'%Q",""

"$

",/&Q#,!!

%

%,!.Q#,"+

%

",%.Q#,$%

"$

= d/,'&$ d#,$&$ d",/#/ d+,#.'

B

#

#,##" #,$/. #,#&'

#

#,##"

!!

注!与轻中度溶血比较#

"

B

#

#,#/

&与溶血前比较#

$

B

#

#,#/

&与溶血前比较#

%

B

&

#,#/

*

C,C

!

溶血前后心肌酶水平的比较
!

溶血后#外周血样本的

RL

'

RL4Wa

'

)64

D

?7a)*

和
R63F

水平均较溶血前增高#且重

度溶血组增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C,D

!

溶血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

溶血后#外周血样本中的

6R

'

6(

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组高于轻中度溶血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

%#而
K̂V4R

'

VKV4R

水平溶血前后比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3:IV<@W9>

!

K9B9G@9?%#"'

!

T7F,$+

!

)7,%!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C,G

!

溶血前后肝功能水平的比较
!

溶血后#

5V6

'

5N6

和
6*

水平均较溶血前增高#且重度溶血组高于轻中度溶血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溶血前后肝功能水平的比较$

5Q?

%

组别
5V6

$

U_

"

V

%

5N6

$

U_

"

V

%

6*

$

;

"

V

%

溶血前
"/,&+Q%,"" ".,#%Q%,'+ '",/+Q%,$/

轻中度溶血
".,+%Q#,&+

$

$%,"%Q%,.&

$

'%,"/Q$,#%

$

重度溶血
%/,&+Q%,&$

"$

!!,$"Q$,""

"$

+!,%/Q!,&$

"$

= d$#,'/! d%.,#&! d%/,"'%

B

#

#,#/

#

#,#/

#

#,#/

!!

注!与轻中度溶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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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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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的存放时间或者选用采血管的不同均可能影响到标

本采集过程中血细胞的溶解#导致血浆或者血清总血红蛋白浓

度的上升*在血细胞溶解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明显的理化因

素的变化#细胞内不同离子释放入血#同时细胞内的肌钙蛋白'

线粒体代谢产物等大分子结合物质均明显的上升(

/4&

)

*一项流

行病学研究显示#

""$/

份送检样本中可以出现
"$.

份样本溶

血的发生#且部分标本的溶血率可达
%/-

以上#原因一方面考

虑采血后的环境温度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考虑转运过程中的时

间过长等因素(

'

)

*对于溶血样本的长期随访研究发现#溶血样

本检测值的波动性较大#指标的精度较低#可靠性不强(

+

)

*

L

'

RV

和
R<

等电解质是临床上反映患者衰竭代谢或者电

解质紊乱的重要指标#在血细胞溶解的过程中可大量释放#但

鉴于血浆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磷酸盐和碳酸盐缓冲系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中和相关电解质的波动(

.4""

)

#因此对于不同电解质

的检测指标是否存在明显的变化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本研

究中#溶血后外周血样本的
L

'

RV

和
R<

水平较溶血前增高#提

示标本中
L

'

RV

和
R<

等成分可以受到溶血的明显影响#但本

研究并未发现溶血后
)<

水平的变化#考虑细胞外的
)<

水平

本身较高#细胞内的少量
)<

水平外流后并不会影响
)<

数量

级的改变#提示了
)<

水平的稳定性#而
L

'

RV

和
R<

等离子的

改变主要考虑与细胞分解后细胞质内或者内质网内相关离子

的释放有关*

RL

'

RL4Wa

'

)64

D

?7a)*

和
R63F

水平是反映

心肌梗死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重要临床参考指标#其检测值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中心肌酶的变化较为明显*郭昀

燕等(

"%

)及丰琳(

"$

)在收集分析了
%$/

份溶血标本的检测结果

后发现#溶血后的
RL

'

RL4Wa

可平均上升
%/-

'

$#-

左右#且

溶血时间越长'溶血程度越高#

RL

'

RL4Wa

等指标的变化越为

明显#这与本次研究得到的相关结论较为一致*这从机制上考

虑可能与长时间的溶血导致血浆中相关心肌酶谱的蓄积有关#

同时也考虑溶血后血浆中结合状态的心肌酶谱的释放*本研

究中溶血后的
5V6

'

5N6

和
6*

均明显上升#从机制上考虑#

溶血后
5V6

'

5N6

和
6*

的上升#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

)

!

$

"

%

5V6

'

5N6

和
6*

在血细胞内存在一定程度的表达#溶血

后由于线粒体膜通透性的增加#从而促进了
5V6

'

5N6

和
6*

的释放&$

%

%在溶血过程中#由于继发性的血浆中不同细胞成分

的富集#可以促进内质网或者线粒体的应激反应加剧#加剧相

关指标的波动*本研究发现溶血后血脂水平同样存在明显的

变化#但并未发现
K̂V4R

'

VKV4R

的变化#临床上
K̂V4R

'

VKV4R

可以作为反映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K̂V4R

'

VKV4R

检测的稳定性提示其可以作为临床上溶血过程中的较

为可靠的参考值*

综上所述#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中的电解质'心肌酶'

肝功能和血脂水平有较明显的影响#但溶血后患者血清中的

K̂V4R

'

VKV4R

等指标变化不大#其具体机制仍然需要后续临

床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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