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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常见血浆渗透压计算公式!评估血浆渗透压的公式计算值与冰点下降法测量值

最为符合的计算公式#利用所收集数据模拟出一个与患者的血浆渗透压较为相符的公式&方法
"

利用冰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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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来判断拟合优度!并与

实测值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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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及配对
?

检验的方法!拟合一个与测量值最符合的计算公式&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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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血浆渗透压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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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渗透压是反映机体内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

之一)健康人体内有一套完善的调节体内渗透压平

衡的系统#所有器官和组织#几乎都有相等的渗透压

环境#血浆渗透压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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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渗透压平衡一旦发生紊乱或破坏#会

引起各种体液之间及细胞内外之间水的移动#导致体

液中水&电解质和有机物含量的变化#最后导致机体

功能活动的紊乱)

渗透压测量方法以冰点下降法为,金标准-)一

方面#血浆渗透压的测量属于急诊检验项目#可能直

接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然而并非每个医疗机构都具

有相应的设备#能够进行及时检测)将不易测量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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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渗透压转换为日常基础检测项目#就需要对血浆渗

透压进行分析和评估)另一方面#由于计算项目不增

加医疗成本#在日常基础检测的同时获取患者的血浆

渗透压#不仅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也能快速获得

患者的血浆渗透压的结果#为患者的诊疗提供有力

支持)

渗透压的常见计算公式有很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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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尿素#

QDH

为葡

萄糖%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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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公式所用到的变量不同#造

成不同公式计算值也不相同)本文将冰点下降法测

得的渗透压结果与文献中常用的
!3

个计算渗透压的

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以阐明计算结果与渗透压

测量值符合性最好的计算公式#并利用所收集数据模

拟出一个与患者的血浆渗透压较为相符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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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回顾性数据分析研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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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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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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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计算值与测

量值均值的差异#采用非参数
)A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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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D=N

回归评

价计算值与测量值之间的符合程度#并计算二者间差

值的均值及差值的标准差#确定测量和计算渗透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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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数一致程度的平均差异)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

方法来拟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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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的多元

一次公式#以得到与患者较为相符的血浆渗透压计算

公式)统计学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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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测量值的分布情况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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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测量值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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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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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渗透压实测值与计算值配对
?

检验
"

将血

浆渗透压的实际测量值与不同公式的计算值进行配

对
?

检验)结果显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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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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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收集数据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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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线性分

析#之后与原实测值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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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据中进行验证#以回归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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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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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测量值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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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渗透压实测值与计算值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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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差值均值 差值标准差 差值
:

值

实测值
/

公式
! "$!' ($"' '$'''

实测值
/

公式
" !'$&( ($'" '$'''

实测值
/

公式
# M"#$(' :$7% '$'''

实测值
/

公式
& M!($'3 :$7" '$'''

实测值
/

公式
% M!#$'3 :$7" '$'''

实测值
/

公式
3 M7$'3 :$7" '$'''

实测值
/

公式
: M!$": :$:: '$''7

实测值
/

公式
( #$%! ($!& '$'''

实测值
/

公式
7 %$!& :$:" '$'''

实测值
/

公式
!' M#$(' !!$&% '$'''

实测值
/

公式
!! M'$": :$:: '$%:%

实测值
/

公式
!" '$:: :$73 '$!"#

实测值
/

公式
!# '$33 :$(! '$!:7

实测值
/

公式
!& !%$&( ($'" '$'''

实测值
/

公式
!% !$7! !3$#: '$'3#

实测值
/

公式
!3 !'$&( ($'" '$'''

C

"

讨
""

论

""

血浆渗透压在糖尿病高渗性或非高渗性昏迷&脑

卒中&脑部创伤等疾病中的诊断及预后中有着重要的

价值)血浆渗透压具有依数性#其值取决于每千克水

$

4e94

"

N

2

或
44e94

"

N

2

%的溶解颗粒)在正常血

清或血浆中#渗透压主要取决于
%

种主要渗透溶质#

其中有
#

种是离子性质$

WA

;

&

,D

M

&

,̂e

#

M

%#两种是

非离子性质$

QDH

和
gF?A

%

'

!:/!(

(

)由于非离子性溶质

的活度系数接近
!

#所以它们对分子渗透压浓度的贡

献等于它们的摩尔渗透压浓度#而离子性溶质的渗透

压的贡献等于约
'$7

倍的离子浓度)

由于血浆中不同溶质的渗透压可以用溶质的浓

度换算#所以整体血浆渗透压也可以用不同溶质的浓

度来换算#相应的渗透压公式也被提出和应用)而且

在临床应用中发现#利用公式来计算血浆渗透压相对

于直接测量血浆渗透压更为方便&快捷)

国内外报道了许多用于血浆渗透压的计算公

式'

#/!"

(

#较为常见的是文中引用的
!3

个计算公式)首

先要采用
)A9956

2

/]AJD=N

分析评价血浆渗透压的实

际测量值与测量值之间是否存在相应的比例误差或

固定误差)以实际测量值为
O

值#不同公式的计算值

为
Q

值#采用线性回归#对不同公式的斜率及常数做

*

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6@TUAJV?I

!

TA6HAF

K

"'!7

!

S=D$&'

!

W=$"



7%+*2

#如果斜率及常数
*2

内分别包含了
!

和
'

#那

么认为两组数据不存在比例误差和固定误差)结果

显示公式
&

&

%

&

3

&

:

&

7

&

!'

&

!!

&

!"

&

!#

的计算值和测量

值之间不存在比例误差和固定误差#而公式
!

&

"

&

#

&

(

&

!&

&

!3

存在系统误差#公式
!%

存在较大的系统误差和

固定误差)之后对血浆渗透压不同公式的计算值和

实际测量值进行配对
?

检验#采用
7%+*2

#结果显示

公式
!!

&

!"

&

!#

&

!%

的计算值与测量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综合考虑
)A9956

2

/]AJD=N

回归分析结果及两

组数据的
?

检验结果#显示公式
!!

的计算结果和实际

测量值最为接近)这与
\^.Tg*P.

等'

!'

(推荐的公

式相符合)

D

"

结
""

论

""

陈小剑等'

!"

(指出#在没有渗透浓度测定仪器时#

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血液渗透浓度值)目前常用公

式的建立都来自于国外人群#其使用的公式对于中国

人群是否适用未可知#通过本文的评价#公式
!$(3

$

*

WA

;*

\

%

;*

QDH

;*

gF?A

;!'

比较适合中国人群#可以

初步用来计算中国人血浆渗透压)同时本文利用数

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所得出的方程
]

!

!$(3*

WA

;"$:%

*

\

;!$!3*

QDH

;'$7"*

gF?A

;%$::

)该公式患者数据包

含了正常范围外的血浆渗透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使

用健康人数据的局限性#公式使用的外推性需要更多

的数据加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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