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中#

(

例患者标本水浴法处理后#

]̀R

水平明显降低#可能

因该患者外周血冷凝集素水平较高#部分
#]R

溶血不良#干扰

了
]̀R

计数#此外水浴法处理后
\T]

水平升高#可能也与溶

血不良有关)

7

*

'

综上所述#在进行血常规检测时#无论环境温度如何#均应

注意冷凝集现象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7

*

'在审核报告时#需特别

注意冷凝集现象导致的红细胞平均指数检测结果的显著增高#

同时也应注意观察标本#如标本底部出现细沙样聚集#应考虑

冷凝集现象的可能'血浆置换法处理冷凝集标本的效果优于

水浴法#

#]R

(

\R>

(

)RZ

(

)R\

(

)R\R

检测结果均更为准

确#但血浆置换有可能导致
]̀R

(

IS>

的丢失#因此
]̀R

(

IS>

应采用水浴法处理后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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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采血真空管使用顺序对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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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社会福利院检验科!广西南宁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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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真空静脉采血管使用顺序对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例门诊患者!按实验设计要求!一次

穿刺采集多管静脉血标本$采血管使用顺序为(生化项目专用真空管"

%

管#

*

生化项目专用真空管"

]

管#

*

含乙二胺四乙酸二

钾"

Q1>%&U

'

#的真空管
*

生化项目专用真空管"

1

管#$对
%

%

]

%

1

管标本钾%钠%氯检测结果分别进行配对
2

检验$结果
!

%

%

]

%

1

管间钾%钠%氯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结论
!

采用规范操作进行一针多管法静脉血标本采集时!电解质

检测结果不受采血管使用顺序的影响!含抗凝剂真空管不会导致抗凝剂携带污染$

关键词"静脉穿刺&

!

真空采血管&

!

采血顺序&

!

电解质&

!

携带污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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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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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采血法是国际血液学委员会$

VR2\

%推荐的标本采集

方法#且不同检测项目具有不同的标本采集要求'目前多采用

一次静脉穿刺采集多管标本的方法)

(

*

'组织液和含有乙二胺

四乙酸二钾$

Q1>%&U

'

%抗凝剂真空管中的钾离子有可能对电

解质钾(钠(氯检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探讨了

真空管静脉采血顺序对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影响'现将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本院门诊患者
-.

例#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A4B

!

仪器与试剂
!

真空采血管及配套穿刺针$江西精致科技

有限公司#批号!

'.(9('(-

#有效期!

'.(6

年
('

月
(9

%'美国

)Q1VR%

公司电极式钾(钠(氯电解质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批

号!

(9.89

"

'

#有效期!

'.(6

年
'

月%'

A4C

!

方法
!

严格按照真空管静脉采血操作规程的要求#一次

进针#多管采血#针头避免触碰真空管内壁#最后一管标本采集

完成后#先拔真空管管塞处针头#再拔静脉穿刺针头#以防标本

污染'采血顺序设计为!生化项目专用真空管$

%

管%

*

生化项

目专用真空管$

]

管%

*

含
Q1>%&U

'

的真空管
*

生化项目专

用真空管$

1

管%'含
Q1>%&U

'

的真空管采集标本
(!S

#其他

真空管均采集标本
'!S

'所有标本采集后
'.

!

'6h

保存#同

一批次标本采集后
'C

完成血浆标本分离及钾(钠(氯检测'

电解质分析仪每天进行室内质控#质控品检测结果在控制范

围内'

A4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E?<?F+QP3*A'..8

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

对
2

检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不同采血顺序的
%

(

]

(

1

管钾(钠(氯检测结果见表
(

'配

对
2

检验结果显示#

%

(

]

(

1

管标本间钾(钠(氯检测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

表
(

!!

不同采血顺序标本电解质检测结果比较

!!!

$

/e=

#

!!?A

)

S

#

'[-.

%

采血管 钾 钠 氯

%

管
-4.9e.468 (9:49e64: (..4-e747

]

管
-4.'e.467 (9:46e64: (..4'e745

1

管
-4.-e.467 (9:49e645 (..49e748

C

!

讨
!!

论

!!

真空采血法是
VR2\

推荐的静脉血标本采集方法'采用

全封闭的真空采血管#可有效避免院内交叉感染#而一次穿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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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多管标本#可准确定量和更好地保持标本的原始状态#提

高了标本质量#减少了误检和再检)

'&9

*

'

含有抗凝剂的真空管#特别是含有液体抗凝剂的真空管#

在运输和临床使用过程中易出现因反复颠倒而导致抗凝剂污

染试管胶塞的情况'因此#在采用一针多管采血法进行标本采

集的过程中#双向针的穿塞针头易被胶塞携带的抗凝剂污染#

使抗凝剂被带入下一管标本中#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偏差)

-

*

'此

外#静脉穿刺会对皮肤组织及静脉造成一定的损伤#过多组织

液的污染也会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偏差)

6

*

'因此#.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第
9

版%/规定的一针多管采血法采血顺序为!血

培养管(无抗凝剂管#含枸橼酸钠抗凝剂管(促凝管或含分离胶

促凝管(含其他抗凝剂管)

7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生化项目专用真空管采用不同的顺序

采集静脉标本#其钾(钠(氯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4.6

%#即真空管采血顺序的改变对电解质检测结果未造

成影响'本研究中#

]

管与
%

管标本检测结果配对比较#主要

用于评价穿刺产生的组织液污染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管与
1

管标本检测结果配对比较#主要用于评价其间间隔的含抗凝剂

真空管产生的抗凝剂携带污染是否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本研究将含有以水剂成分存在的
Q1>%&U

'

抗凝管作为

间隔管#是因为
Q1>%&U

'

含有高浓度的钾离子#如果多管采

血过程中存在抗凝剂携带污染#可导致其后采集的标本钾离子

检测结果与其前采集标本存在明显差异)

8&:

*

'然而#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
Q1>%&U

'

抗凝管标本采集先(后采集的标本$

]

管

和
1

管%#钾(钠(氯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这可能与真空采血管及双向采血针的合理设计有关'

首先#采血针表面极度光滑#不易黏附污染胶塞的抗凝剂'其

次#穿塞针头的硅胶套及真空管的密封胶塞可有效抹去污染针

头的抗凝剂#因而可防止抗凝剂的携带污染'亦有研究指出#

如果采血时的真空管使用顺序不当#导致含有钾(钠盐的抗凝

剂污染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可引起钾(钠离子检测结果的明显

升高#应该引起重视)

(.&('

*

'

综上所述#在规范使用一针多管法进行静脉血标本采血

时#电解质检测结果不受采血管使用顺序和含抗凝剂真空管的

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需优先采集可能受采血管使用顺序

影响的检验项目标本$如凝血项目检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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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建立北京市昌平区
-'

日龄婴儿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方法
!

采集
-..

例体检健康的
-'

日龄婴儿末梢血

标本!采用
_2&5.."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血常规项目检测!并计算参考值范围$结果
!

除血小板压积外!该地区

男%女性
-'

日龄婴儿其他血常规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与)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及煤炭总医院
9

月龄婴儿

参考值范围相比!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偏高$与北京儿童医院
(

!

9

岁儿童参考值范围相比!血小板分布宽

度%红细胞分布宽度偏低!而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血小板%平均血小板体积偏高$结论
!

该研究建立了北

京市昌平区
-'

日龄婴儿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填补了本地区的空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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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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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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