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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血气分析仪电解质测定结果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

两台仪器分别进行批内&批间精

密度实验后!对
$(

例住院患者同时采集肝素抗凝动脉血和无抗凝动脉血!采用
03:;/)

型血气分析仪分析动脉血电解质!未抗凝

动脉血离心分离出血清在强生
V:CE?6/'%&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上测定电解质!实验数据用
"-""778&

进行配对样本
:

检验$结

果
!

两台仪器批内&批间精密度实验结果符合
)*+!Y>>

允许误差要求!但血气分析仪测定的钾&钠&氯值均低于
V:CE?6/'%&

测定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7

#$结论
!

血气分析仪检测标本为肝素抗凝全血!与传统生化分析有显著差异!有必要建立适

合血气分析仪的电解质检测生物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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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水平的监测在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临

床科室患者急救往往要求检验科迅速报告电解质结果'为满

足临床需要#新型血气分析仪大多可同时检测患者动脉血中

钾*钠*氯水平#但血气分析仪全血检测结果与生化仪血清测定

结果之间应进行验证'本研究对血气分析仪和全自动干化学

分析仪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临床对不同仪器电解质检

测结果更好地解读'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精密度实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混合血清

标本#血气分析仪采用相应质控品'比对实验标本来自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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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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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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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住院患者'其中男性
'.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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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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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
V:CE?/'%&

型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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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血气分析仪由瑞士罗氏公司生产'

两台仪器所用检测试剂*定标液*质控品均为相应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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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8D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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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同时采集住院患者肝素锂抗凝及未抗凝动

脉血#血气针及真空采血管由美国
[@GC?; :̀GL:;6?;

公司提

供'动脉血标本采集操作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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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抗凝动脉血凝固后
'&&&E

"

3:;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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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离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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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检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血气分析仪按操作程

序进行保养及定标#室内质控品检测合格后进行标本检测'批

内精密度实验将两个浓度样品一批内连续检测
(&

次&批间精

密度实验安排
(&H

#每天做
(

个浓度水平'比对实验两台仪器

同时检测#血气标本在
7%3:;

内检测完毕#生化仪在
=&3:;

内

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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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7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比对实验数据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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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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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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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实验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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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允许总误差为判断

标准#钾最大允许总误差
&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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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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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最大

允许变异为
%P

#批内变异不大于
7

"

=

最大允许误差#批间变

异不大于
7

"

'

最大允许误差#精密度实验所有结果均在允许范

围之内#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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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精密度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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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实验数据结果
!

结果显示血气分析仪钾*钠*氯检测

结果均低于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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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仪器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血钾测定相关

性最好#钾*钠*氯测定相关系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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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精密度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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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仪器测定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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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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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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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血气分析仪采用相应离子选择电极进行

钾*钠*氯检测#通过与参比电极比较计算标本中电解质含量'

V:CE?6/'%&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电解质检测干片有多层滤膜

及检测电极组成#通过测定两电极间电势的不同检测标本中电

解质含量'

V:CE?6/'%&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无需上下水*操作

简便快速#且干湿化学电解质检测一致性较好#常被作为急诊

生化分析的常用仪器(

(

)

'本实验结果显示#两种仪器进行电解

质检测精密度符合要求#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重复性相对

较好'

实验中两台仪器均采用动脉血进行检测#排除了动静脉血

检测差异造成的影响(

'

)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台仪器检测结

果有显著差异#产生差异原因可能为多方面'首先#不同的校

准检测体系#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系统误差(

=/%

)

'其次#血气分析

仪检测肝素抗凝全血#生化分析仪检测未抗凝离心血清#两台

仪器检测标本的不同可能造成检测结果差异#有文献报道肝素

抗凝对阳离子有一定螯合作用使抗凝静脉血阳离子检测结果

偏低(

$/<

)

#而未抗凝动脉血在体外凝固过程中#细胞和血小板破

裂释放的钾使血清钾浓度增高(

>

)

'

血气分析在急救和监护医学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临床对

检验指标要求提高#新型血气仪器增加了电解质*血红蛋白等

重要指标#新仪器的应用方便了标本采集#缩短了检测时间#但

应该注意验证不同检测系统检测结果一致性'钾*钠*氯电解

质检测是临床最为看重的生化指标#多数危重患者在血气检测

同时抽血进行生化指标检测#两种仪器检测结果出现偏差时往

往会使临床医生产生困惑#进而对检验科结果准确性产生怀

疑'所以检验人员在检测过程中应做好仪器维护保养#保证仪

器状态*试剂和质控品的质量#常规操作过程标准化#尽量减小

系统误差#同时应注意与临床及时沟通#注意解释血气分析仪

检测标本为肝素抗凝全血#结果与传统生化分析有差异'根本

解决办法应建立血气分析仪的电解质检测生物参考区间#由于

实验室采集健康人群动脉血标本较为困难#血气分析仪厂家应

提供详细的仪器参数'

总之#血气分析仪检测电解质有较多的影响因素#现今临

床应用的电解质生物参考区间一般为生化分析仪实验数据#所

以检测结果应以生化分析仪结果为准#血气分析仪结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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