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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研究静脉血标本存放温度和时间对
T

C

.D5AYP+($$$

血液分析仪全血细胞计数结果的影

响%方法
!

收集
#$$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静脉血标本并立即测定全血细胞计数基准值!然后将每例标本等分为
'

份!按保存温度分为冷藏保存组"

*b

$&室温保存组"

#Rb

$&水浴组"

'0b

$!使用
T

C

.D5AYP+($$$

血液分析仪

分别在采集标本后
'

&

)

&

#*4

检测
'

组标本白细胞计数"

UWG

$&红细胞计数"

1WG

$&红细胞分布宽度"

1KU

$&红

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OĜ G

$&红细胞平均体积"

OGM

$&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

]N3+L

$&荧光通道血小板计

数"

]N3+J

$&平均血小板体积"

O]M

$等指标!比较
'

种保存方法在不同时间内各项指标变化情况%结果
!

与采

血后立即测定基准值相比较!在采血
'4

后!水浴组的
1KU

和
]N3+L

发生明显变化"

;

#

$!$R

$#在
)4

后!室温

保存组
1KU

&

OĜ G

和
OGM

发生明显变化"

;

#

$!$R

$!冷藏保存组的
OĜ G

和
OGM

发生明显变化"

;

#

$!$R

$!水浴组的
1WG

&

1KU

&

OĜ G

&

OGM

和
]N3+L

发生明显变化"

;

#

$!$R

$#在
#*4

后!室温保存组
1WG

&

1KU

&

OĜ G

&

OGM

和
]N3+L

均发生明显变化"

;

#

$!$R

$!冷藏保存组的
OĜ G

&

OGM

和
]N3+L

发生明显变

化"

;

#

$!$R

$!水浴组除
O]M

外!其余各项指标均发生明显变化"

;

#

$!$R

$%结论
!

静脉血标本保存温度和保

存时间会对
T

C

.D5AYP+($$$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全血细胞计数的准确性造成影响!工作中应保证全血标本在采

集后
'4

内尽快测定!未能及时检测的标本应置于
*b

冷藏环境中保存%

关键词!静脉血#

!

时间因素#

!

温度#

!

全血细胞计数

!"#

'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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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标本分析前处理方式对结果的准确性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文献报道!近
0$Z

的医学检

验误差来源于标本分析前的操作处理#

%+#

$

"临床标本

的运输保存方式是检验科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

'

$

"

全血细胞计数分析作为临床检验中的常规项目!在体

检筛查和临床诊疗中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已有

研究对全血标本保存时间和温度对血常规检测结果

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但研究仪器多集中于的
T

C

.D5A+

eY#%

#

*+)

$

)

T

C

.D5AYS+#%$$

#

0+&

$等非流水线模块的血

液分析仪"作为当前最具代表性的血常规分析流水

线产品之一!

T

C

.D5A

公司的
YP+($$$

系列血细胞分

析仪具备优异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和准确度!以及操

作简便)高效等优势!正逐步在临床检验实验室推广

应用#

(

$

"伴随技术升级!标本前处理过程中标本保存

温度和时间会对
YP+($$$

系列的全血细胞计数结果

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未有相关文献报道"本研究针

对全静脉血标本不同保存时间和温度对
T

C

.D5A

YP($$$

系列血细胞分析仪全血细胞计数的影响进行

探讨!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期间陆军军医

大学大坪医院检验科体检并确诊无疾患的健康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R&

岁!平均

%

*'!$a%#!)

&岁"

>!D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T

C

.D5AYP+($$$

血细胞分

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物!冰箱%铭雪!

NQ+)&$

&!电热

恒温水浴箱%上海一恒!

Gc)$$+#

&!

SK32+e

#

抗凝剂

真空采血管!采血针"

>!E

!

方法
!

在室温下采用
#DNSK32+e

#

抗凝真空

采血管收集
#$$

例体检者的静脉血标本!并立即测定

全血细胞计数基准值!然后将每例标本等分为
'

份!

分别保存于
*b

冷藏%冷藏保存组&)

#Rb

室温%室温

保存组&)

'0b

水浴%水浴组&等不同温度环境保存!使

用
T

C

.D5AYP+($$$

血液分析仪分别在采集标本后

'

)

)

)

#*4

等不同时间点检测
'

组标本的白细胞计数

%

UWG

&)红 细 胞 计 数 %

1WG

&)红 细 胞 分 布 宽 度

%

1KU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OĜ G

&)红细胞

平均体积%

OGM

&)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

]N3+L

&)荧

光通道血小板计数%

]N3+J

&)平均血小板体积%

O]M

&

等指标!并与采血后立即测定的基准值相比较!观察

全血细胞计数参数在不同保存温度和保存时间下的

变化情况"所有标本检测过程均遵循实验室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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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质控在控!上机检测前确保标本温度在室温中

稳定"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TT%'!$

软件对获得的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以
Oa2

表示!采用
K̀ 2

F

8.=-/8+

]5>7.8/

检验获得计数资料的正态性分布情况!然后

使用配对
3

检验获取基准值与各组参数的变化情况!

以
;

#

$!$R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

!

冷藏保存组检测结果
!

待检标本在冰箱冷藏室

放置
'4

后!各项指标与基准值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

放置
)4

后!

OĜ G

与
OGM

相较基准值均明显下降

%

;

#

$!$R

&!其余指标无明显变化,放置
#*4

后!

OĜ G

与
]N3+L

均呈现下降趋势!

OGM

与
O]M

明

显上升%

;

#

$!$R

&!其余指标无明显变化"检测结果

见表
%

"

D!D

!

室温保存组检测结果
!

待检标本放置
'4

后!室

温保存组各项指标与基准值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

%

;

$

$!$R

&,放置
)4

后!

OĜ G

与
OGM

相较基准值

均明显下降!

1KU

明显上升%

;

#

$!$R

&!其余指标无

明显变化,放置
#*4

后!

1WG

)

OĜ G

与
]N3+L

均呈

现下降趋势!

1KU

)

O]M

与
OGM

明显上升%

;

#

$!$R

&!其余指标无明显变化"检测结果见表
#

"

D!E

!

水浴组检测结果
!

放置
'4

后!水浴组
1KU

相

较基准值明显上升!

]N3+L

明显下降%

;

#

$!$R

&!其余

各项指标与基准值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放置
)4

后!

1WG

)

OĜ G

)

]N3+L

与
OGM

相较基准值均明显下

降!

1KU

与
O]M

明显升高%

;

#

$!$R

&,放置
#*4

后!

UWG

)

1WG

)

OĜ G

)

]N3+L

与
]N3+J

均呈现下降

趋势!

1KU

)

OGM

与
O]M

均升高%

;

#

$!$R

&"检测

结果见表
'

"

表
%

!!

冷藏条件下血标本在不同时间全血细胞计数各项参数测定结果#

Oa2

$

保存时间
UWG

%

j%$

(

(

N

&

1WG

%

j%$

%#

(

N

&

1KU OĜ G

%

F

(

;N

&

OGM

%

:N

&

]N3+L

%

j%$

(

(

N

&

]N3+J

%

j%$

(

(

N

&

O]M

%

:N

&

立即测定
(!'Ra*!0& *!)#a$!&' #&!'0a#!*( '%!R)a#!(' &'!)%a0!R# #R*!'0a%$#!R& #))!&(a(&!R% %$!0Ra%!$&

'4 (!#(a*!0% *!))a$!&R #&!'&a#!*( '%!)'a#!() &'!)'a0!R' #R*!#0a%$#!*) #)0!%#a(&!)' %$!00a%!$&

)4 (!#&a*!)& *!)0a$!&R #&!*%a#!R% '#!%*a'!%)

"

&#!&'a0!*(

"

#R'!0'a%$#!%& #)0!%)a(&!)R %$!)'a%!$R

#*4 (!#0a*!)( *!))a$!&R #&!'%a#!*0 '#!')a'!##

"

&#!0%a0!*0

"

#**!)%a%$%!$&

"

#)0!%(a(&!R& %$!&$a%!$&

"

!!

注'与立即测定值相比!

"

;

#

$!$R

表
#

!!

室温保存条件下血标本在不同时间全血细胞计数各项参数测定结果#

Oa2

$

保存时间
UWG

%

j%$

(

(

N

&

1WG

%

j%$

%#

(

N

&

1KU OĜ G

%

F

(

;N

&

OGM

%

:N

&

]N3+L

%

j%$

(

(

N

&

]N3+J

%

j%$

(

(

N

&

O]M

%

:N

&

立即测定
(!'Ra*!0& *!)#a$!&' #&!'0a#!*( '%!R)a#!(' &'!)%a0!R# #R*!'0a%$#!R& #))!&(a(&!R% %$!0Ra%!$&

'4 (!*%a*!&# *!)'a$!&* #&!'#a#!*0 '%!)#a#!(R &'!)$a0!R# #R*!%#a%$#!'' #)0!$'a(&!R0 %$!&%a%!$(

)4 (!*'a*!&' *!)Ra$!&R #(!*'a#!R0

"

'#!'0a'!#&

"

&#!)(a0!*)

"

#R'!)#a%$#!%* #))!(Ra(&!R# %$!&#a%!%%

#*4 (!*#a*!&R *!''a$!0'

"

#(!0'a#!R(

"

'#!*(a'!#(

"

&#!R'a0!R*

"

#*'!(%a%$$!)&

"

#)0!#'a(&!R( %$!0(a%!$&

"

!!

注'与立即测定值相比!

"

;

#

$!$R

表
'

!!

水浴条件下血标本在不同时间全血细胞计数各项参数测定结果#

Oa2

$

保存时间
UWG

%

j%$

(

(

N

&

1WG

%

j%$

%#

(

N

&

1KU OĜ G

%

F

(

;N

&

OGM

%

:N

&

]N3+L

%

j%$

(

(

N

&

]N3+J

%

j%$

(

(

N

&

O]M

%

:N

&

立即测定
(!'Ra*!0& *!)#a$!&' #&!'0a#!*( '%!R)a#!(' &'!)%a0!R# #R*!'0a%$#!R& #))!&(a(&!R% %$!0Ra%!$&

'4 (!#)a*!)' *!)0a$!&) #(!)#a#!R& '%!)&a#!() &'!))a0!RR #*'!%#a%$$!%0

"

#)0!'Ra(&!)' %$!)(a%!$0

)4 (!#0a*!)0 *!'Ra$!0%

"

#(!('a#!))

"

'#!)0a'!'#

"

&#!R)a0!*'

"

#'&!%)a((!'0

"

#)0!#Ra(&!)$ %$!0%a%!$0

"

#*4 &!R#a*!*)

"

*!#)a$!)(

"

'$!%'a#!&#

"

''!#0a'!0#

"

&#!#)a0!'R

"

#'#!'%a(&!$&

"

#*&!##a()!%0

"

%$!))a%!$'

"

!!

注'与立即测定值相比!

"

;

#

$!$R

E

!

讨
!!

论

!!

在临床诊疗工作中!血常规检测对外周血各类异

常细胞的筛检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尤其是对造血系统

疾病及血管性病变的鉴别诊断非常关键#

%$+%%

$

"

T

C

.+

D5AYP+($$$

系列血液分析仪是近年来推出新型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该仪器采用鞘液电阻法分

析
1WG

)

]N3

指标!利用十二烷基月桂酰硫酸钠

%

TNT

&法分析血红蛋白!采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分

析技术和核酸荧光染色对白细胞进行计数和分类"

该系列血液分析仪新增血小板荧光检测通道%

]N3+

J

&!使用不同于网织红细胞%

1S3

&通道的荧光素!可

实现对血小板的选择性标记!从而排除红细胞碎片的

干扰!同时对
]N3

低值标本和幼稚血小板亦可准确

检测"该系统配备
N2WVO2P)!$

软件系统和
T]+

%$

全自动推片机!可根据既定规则自动执行
75

6

5>=

分

析)

75=<7/

分析)

75:?5A

分析获得可靠结果#

%#

$

"

本研究中!与采血后立即测定基准值相比!全血

标本放置
'4

后检测!冷藏保存组和室温保存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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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不明显!而水浴组
1KU

明显升高!

]N3+L

明显下

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红细胞代

谢速率加快!维持自身渗透压能量消耗较多!红细胞

形态出现变化"同时!血小板聚集形成较大颗粒!容

易被误判为小红细胞!共同影响
1KU

和
]N3+L

参

数"而在放置
)4

后!水浴组除
UWG

与
]N3+J

外!

各项参数均发生明显变化"其中!

O]M

明显上升!这

主要与血小板肿胀)聚集及抗凝剂
SK32+e

#

所导致

的细胞毒作用有关#

%'

$

"

1WG

与
OĜ G

明显下降!

OGM

明显上升!可能是由于抗凝全血标本渗透压较

高!红细胞内渗透压逐渐升高!在渗透压较低的检测

液中红细胞体积增大!导致
OĜ G

降低!冷藏保存组

和室温保存组也观察到相似变化趋势"同时!由于代

谢能量消耗和产物聚集!部分红细胞可能发生破裂!

导致
1WG

减少"在放置
#*4

后!水浴组各项指标均

发生明显变化!而冷藏保存组仅
OĜ G

)

OGM

)

]N3+L

与
O]M

发生明显变化!可能是由于在
*b

下!细胞自

身代谢减缓!能量消耗较慢!有利于保持白细胞和红

细胞形态和数量稳定!提示对于不能及时检测标本应

及时放置于冰箱
*b

冷藏室保存"

另外!血小板容易受到温度)渗透压和抗凝管壁

物质的诱导发生变化!随保存时间延长而发生肿胀或

异常激活聚集!

O]M

不断升高#

%*

$

"传统的电阻抗计

数血小板易受到聚集血小板)大血小板)小红细胞等

影响"

T

C

.D5AYP+($$$

血液分析仪采用电阻抗法)

光学法和荧光法对血小板进行检测"电阻抗法根据

颗粒体积大小通过小孔时产生脉冲信号变化分类计

数血小板!光学法和荧光法利用流式细胞术原理和特

异性荧光染料!可有效排除小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的

干扰,相较光学法%

]N3+V

&!荧光核酸染色法可增加
'

倍
]N3

#

%R

$

"本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保存时间和保存

温度导致血小板聚集引起
]N3+L

参数下降时!可通过

]N3+J

准确计数进行校正!从而准确反映待检血小板

的生理状态!从而体现出
T

C

.D5AYP+($$$

血细胞分

析仪在血小板分析中的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临床检验标本保存时间和保存温度会

对
T

C

.D5AYP+($$$

全血细胞计数产生明显影响!应

确保临床采集的全血标本及时送检!尽可能在
'4

内

完成检验!并注意全程避免接触可使标本温度升高的

热源"同时对于未能及时送检的标本应及时放置于
*

b

环境下保存!并在
#*4

内尽快检测"对于保存时间

延长的标本!检测结果应充分考虑时间和温度因素的

影响!对全血细胞计数各项指标变化做出合理解读!

并在报告中明确备注!从而为相关疾病早期筛查)诊

断和治疗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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