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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促凝剂快速分离血清方法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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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索无促凝剂快速分离血清!以便患者血液尽快检验%方法
!

用手指轻轻弹动玻璃试管!将离心后血球上层

的血小板与血浆混匀!置水箱
"'

!

#(I<>

即可分离血清%结果
!

绝大多数患者标本都能分离出满意的血清!与普通法分离的血

清在
#"

个生化项目上测定比较!其数据经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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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关性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无促

凝剂快速分离血清方法!速度快!效果好!可以用于临床%

关键词"促凝药#

!

血液成分除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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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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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临床对检验医学的质量和速度

要求越来越高$检验为临床提供准确及时的数据#是广大检验

医学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近年来#虽然各类生化分析仪的

广泛应用使临床生化检测分析报告结果的时间大大缩短#但由

于传统的血清分离方法费时而延误检测结果$为此#作者探索

无促凝剂快速分离血清的方法及效果观察#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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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A$A

!

材料
!

样本来源于健康体检血液$采用一次性采血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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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针头"'玻璃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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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静脉采集待检患者血液样本#分别注入
#

支

玻璃试管#编号分组#分为普通分离组和无促凝剂快速分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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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离心机'水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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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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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分离
!

#

组试管以离心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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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离心
#I<>

$普通组盛血试管直接放
&%i

水箱'无促凝剂快速

分离组用手指弹动试管#让血球上层的血小板充分地悬浮在血

浆中#当然#也有少量的红细胞和白细胞同时泛起#以血小板充

分悬浮为度#放
&%i

水箱$普通组盛血试管一般放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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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分离纤维蛋白#快速分离组在放入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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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分离纤维蛋白$用细竹签在血浆上缘
"II

处靠管壁轻

轻旋转
"

圈#将纤维蛋白与试管壁分离#最佳分离时间的确定

主要有(轻轻摇动试管#见血液已明显凝固'用竹签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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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时#血块应形成$然后#以离心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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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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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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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认快速分离组与普通组的效果#将
#'

份样本

用两种分离方法的血清作了测定比较#用以观察快速分离组的

血清对测定有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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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清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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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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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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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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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项平均值#

快速分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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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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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促凝剂快速分离血清与普通法分离血清样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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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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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血清分离方式时间较长#因其激活凝血过程的速度

较缓慢#短时间内纤维蛋白原不能快速转化成为纤维蛋白#从

而影响血清的及时分离#延误检测$血浆在无促凝剂的情况下

要快速分离血清#必须要寻找到有效的快速促凝措施#当血液

采集注入玻璃试管离心后#血小板沉积在红细胞上层#血小板

与血小板相互黏附#用手指弹动试管#使血小板与血浆混匀时#

相互黏附的血小板同时也在被撕裂#并大量地释放促凝血物

质#故血浆纤维蛋白形成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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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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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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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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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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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
!

将整个观察对象作为
"

个整体#进行血清

+

J

?+(

水平与各指标之间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

J

?+(

水平与血清
!f

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

#

'$'"

"#与

Z3H/2

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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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主要指动脉粥样硬化#涉及的血管

有主动脉%冠状动脉%脑动脉等弹性动脉和肌性动脉#临床常见

疾病是冠心病%脑卒中和下肢动脉硬化等$

#

型糖尿病合并大

血管病变为一般人群的
#

!

7

倍$

血脂水平异常是冠心病%脑卒中等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

"

个重要易患因素$载脂蛋白家族的多个成员在人体血脂水

平代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的改变可导致血脂异常和动脉

粥样硬化$

+

J

?+(

是近年发现的载脂蛋白家族的新成员#主

要分布在
Z3H/2

%极低密度脂蛋白!

H̀3H/2

"和乳糜微粒

!

2,

"中$研究显示#

+

J

?+(

基因敲除小鼠的血浆
!f

浓度是

健康对照组的
7

倍#而
+

J

?+(

转基因小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血浆
!f

浓度下降约
::c

)

&

*

$另有研究发现#在缺乏脂蛋白

脂酶
H*H

的情况下#

+

J

?+(

对
!f

无显著影响#提示
+

J

?+(

对
!f

的调节作用是通过
H*H

实现的$

+

J

?+(

通过与硫酸肝

素蛋白聚糖结合的脂蛋白脂酶
H*H

相互作用#加强
H*H

对富

含
!f

脂蛋白!

!OH

#如
H̀3H

和
2,

"的水解作用#从而降低

血清
!f

的浓度#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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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J

?+(

在调节
!f

代谢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潜在的抗动脉

粥样硬化作用$糖尿病患者的
"

个重要临床表现是血脂异常#

其中最常见的是高
!f

血症#这是
#

型糖尿病患者易患冠心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

!#3,

组患者除空腹血糖明显升高外#血清
!2

%

!f

和

H3H/2

水平均明显升高'

+

J

?+(

水平明显降低#

3,`

组与

3,

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这也说明
+

J

?+(

是
3,

患者的危险因素之一#可能与糖尿病

患者合并大血管病变有关$另据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

J

?+(

水平与血清
!f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

#

'$'"

"#与
Z3H/2

水

平呈显著正相关!

"

#

'$'(

"#这也另一角度证实了上述观点$

总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患者血清
+

J

?+(

水平明显

降低#是它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对
+

J

?+(

及其具体作用机

制的研究可为
!#3,

及其合并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诊断%治疗

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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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混匀血小板时#白细胞%红细胞也被泛起一部分#这一部

分占据了血浆一定的空间#纤维蛋白形成时#纤维蛋白的密度

相对加大#纤维蛋白的间歇更小#有利于纤维蛋白网的形成$

离心时#即使一部分未来得及形成纤维蛋白网的单体#也将被

已形成的纤维蛋白网收在其中$

普通法分离血清一般需
&'

!

:'I<>

$无促凝剂快速分离

法一般在
"'

!

#(I<>

#时间长短存在个体差异#少数标本
"'

I<>

内就可以分离#多数标本在
#'I<>

左右$对于凝血因子%

凝血酶原%纤维蛋白原等不足的标本#以及标本量大的医院不

适用$但小医院由于标本量少#费时少#能及时地将血清分离

检测#对急诊意义重大$

本文对无促凝剂快速分离血清与普通法分离血清样本进

行检测的结果显示#两者高度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无

促凝剂快速分离血清可以用于临床生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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