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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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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婴儿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的建立

张
!

霆!韩旭春!赵燕芬!李全亭#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北京
(.''..

#

!!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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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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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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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7:

"

;

4"<<=4(789&-(9.4'.(64'(4.7(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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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对儿童健康的重视#各地实验室均建立了不 同年龄段儿童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然而#

-'

日龄婴儿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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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的建立尚未见报道#故笔者进行了相关研

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于本院接受体检且各项体检指标均正常的

-'

日龄婴儿
-..

例#男
'..

例(女
'..

例'

A4B

!

方法
!

采集婴儿手指血标本
7.

!

5.

%

S

$取血时避免挤

压%#置含有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的微量盛血管内混匀'采

用日本希森美康公司
_2&5.."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进行血常规指标检测'标本检测前进行配套
*&R\QRU

质

控品检测#确保检测结果在控制范围内后再进行标本检测'所

有标本均在采集后
9.!"=

内检测完毕'

A4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I22(74.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各项指标
:6W

参考值范围以+

:6W

参考值范

围下限
!

:6W

参考值范围上限,表示#其中下限为
f(4:7=

#上

限为
d(4:7=

'

B

!

结
!!

果

!!

本地区
-'

日龄男婴和女婴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见表

(

#各指标参考值范围与煤炭总医院
9

月龄婴儿(北京儿童医院

(

!

9

岁儿童及.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参考值范围比较见表
'

'

本地区
-'

日龄男婴与女婴除血小板压积$

IR>

%外#其他血常

规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与煤炭总医

院
9

月龄婴儿(.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参考值范围比较#平均红

细胞体积$

)RZ

%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R\

%偏高'

与北京儿童医院
(

!

9

岁儿童参考值范围比较#血小板分布宽

度$

I1`

%与红细胞分布宽度$

#1`

%偏低#而
)RZ

(

)R\

(

IS>

和平均血小板体积$

)IZ

%偏高'

表
(

!!

-'

日龄健康婴儿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

:6W

参考值

!!!

范围下限
!

:6W

参考值范围上限%

测定项目 男性$

'['..

% 女性$

'['..

%

B

`]R

$

g(.

:

"

S

%

-47:

!

('49( 6495

!

('4.( .4-((

#]R

$

g(.

('

"

S

%

'4:9

!

-47( '459

!

-487 .48'7

\J

$

H

"

S

%

:64.-

!

(-6498 :(4:-

!

(-84'( .48(:

\R>

$

W

%

'54:-

!

--4(5 '5476

!

--4.8 .486(

)RZ

$

FS

%

:.4((

!

(.646- 5645:

!

(.547- .49:7

)R\

$

DH

%

':46(

!

9-45' ':469

!

9-4:7 .4775

)R\R

$

H

"

S

%

9(-456

!

9-'467 9(-4-8

!

9-(479 .4-86

#1`

$

W

%

('46-

!

(8465 ('495

!

(8468 .47(-

IS>

$

g(.

:

"

S

%

''84-9

!

658495 '7'49-

!

7.5458 .4.6.

IR>

$

W

%

.4'6

!

.468 .4'7

!

.47. .4.(6

)IZ

$

FS

%

5477

!

((46( 5476

!

((46- .4:(9

I1`

$

W

%

548.

!

(9475 5467

!

(945- .4:-9

!!

`]R

!白细胞&

#]R

!红细胞&

\J

!血红蛋白&

\R>

!血细胞压积&

)R\R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IS>

!血小板&下同'

表
'

!!

本研究结果与文献报道结果比较&

数据来源 受试对象年龄
`]R

$

g(.

:

"

S

%

#]R

$

g(.

('

"

S

%

\J

$

H

"

S

%

\R>

$

W

%

)RZ

$

FS

%

)R\

$

DH

%

本研究"

-'

日龄
64.(

!

('4(5 '455

!

-475 :947.

!

(-74'( '5485

!

--4(( 584:'

!

(.84'. ':469

!

9-455

煤炭总医院"

:.G 7466

!

((48( 9468

!

-498 ::4.5

!

((:46' $1 8848(

!

57488 '64:7

!

':4'.

北京儿童医院"

(

!

9

岁
-48.

!

(.4(. -4..

!

647. (.:4..

!

(-'4.. 9(4:.

!

-949. 8.4..

!

5847. '-48.

!

9.48.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婴儿
((4..

!

('4.. -4..

!

-49. (..4..

!

('.4.. 9(4..

!

-(4.. 5.4..

!

:-4.. '74..

!

9'4..

续表
'

!!

本研究结果与文献报道结果比较&

数据来源 受试对象年龄
)R\R

$

H

"

S

%

#1`

$

W

%

IS>

$

g(.

:

"

S

%

IR>

$

W

%

)IZ

$

FS

%

I1`

$

W

%

本研究"

-'

日龄
9(-475

!

9-'4((('4-8

!

(8468'954(-

!

6:547( .4'6

!

.46: 5477

!

((46' 547-

!

(9486

煤炭总医院"

:.G 9(-48-

!

9684'7 $1 '854-5

!

6(:4'5 $1 $1 $1

北京儿童医院"

(

!

9

岁
99.4..

!

9764..(.486

!

(74:.(-84..

!

-774.. .4('

!

.497 649.

!

((4.. (.47.

!

(:45.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婴儿
9'.4..

!

97.4.. $1 (..4..

!

9..4.. $1 $1 $1

!!

&

!参考值范围不分男(女性婴幼儿&

"

!检测标本为手指血标本&

$1

!无数据'

C

!

讨
!!

论

!!

近年来#随着儿科医学的发展#普遍认为各地实验室应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

围'目前#国内对新生儿(

(

!

9

岁(

7

!

(9

岁等年龄段儿童血常

规指标参考值范围研究较多#而
-'

日龄婴儿血常规指标参考

值范围报道很少)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区
-'

日龄婴儿中#除女婴
IR>

水

平高于男婴外#其他指标男(女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针对北京地区
(

!

9

岁儿童(深圳等部分地区
9

!

7

岁

儿童及北京地区
7

!

(9

岁儿童的相关调查未发现这种差异#但

存在其他指标的差异)

(

#

9

#

6

*

'由此可见#在婴儿发育的不同时

期#男婴和女婴部分血常规指标水平存在差异#提示有必要进

行更大规模的不同民族(性别人群的相关研究'

由于
-'

日龄婴儿血常规指标检测结果研究较少#本文重

点选择了.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煤炭总医院
9

月龄婴儿(北京

市儿童医院
(

!

9

岁儿童数据进行比较)

9

#

7&8

*

'其中#本研究

)RZ

(

)R\

检出结果高于.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和煤炭总医院

相应结果#可能与受试婴儿年龄不同有关'这也说明处于不同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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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阶段的婴儿血细胞指标水平存在差异#

-'

日龄婴儿

)RZ

(

)R\

水平较高'

本研究以末梢血作为检测标本#与部分文献报道的静脉血

和末梢血标本检测结果存在差异)

5&:

*

'因此#不同研究者对婴

儿血常规检测应采末梢血标本或静脉血标本存在争议)

(.&('

*

'

由于静脉采血不适用于婴儿常规体检#故国内教科书和相关工

具书中的参考值范围多根据末梢血标本检测结果所建立'

本研究对
-'

日龄婴儿血常规指标参考值范围进行了调

查#填补了本地区的空白'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的婴儿例

数相对较少#需扩大样本量以使参考值范围的建立更为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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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例正常儿童静脉血血细胞参数

正常参考范围调查)

Y

*

4

中华医学检验杂志#

(::5

#

'(

$

(

%!

(('&((94

)

'

* 赵翠生#何莉#张罛#等
4

兰州市健康新生儿动脉血血细胞
(-

项参

数参考范围调查)

Y

*

4

临床检验杂志#

'..8

#

'6

$

9

%!

9(.4

)

9

* 金芳#王艳#徐樨巍#等
4

幼儿
(-.8

名血细胞参数范围的调查)

Y

*

4

中国误诊学杂志#

'..:

#

9.

$

-

%!

66'&6694

)

-

* 梁肖云#陈丽芳#李文利
4

广州市
5.:

例健康儿童静脉血细胞各参

数参考值范围调查)

Y

*

4

中华生物医学工程杂志#

'..6

#

((

$

9

%!

6(-4

)

6

* 马淑贞#黄丽雯
4'..5

年深圳市龙岗区
9

!

7

岁健康儿童静脉血细

胞值调查)

Y

*

4

预防医学论坛#

'..:

#

(6

$

:

%!

(.75&(.8.4

)

7

* 胡亚美
4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

*

48

版
4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94

)

8

* 邵俊彦#刘丽利#胡波#等
4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健康婴儿血常规结

果分析)

Y

*

4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7

%!

(56.&(56(4

)

5

* 赵志钢#郑建方#丁茂文#等
4-..

名新生儿足跟血与静脉血的血细

胞参数对比)

Y

*

4

检验医学#

'..-

#

(:

$

9

%!

-8'4

)

:

* 詹燕婷#曹汝庚#陈信强
4

新生儿末梢血和静脉血血细胞检验对比

分析)

Y

*

4

医药前沿#

'.(-

#

''

$

'

%!

'.7&'.84

)

(.

*赵桂苹
4

新生儿末梢血常规与静脉血常规分析)

Y

*

4

基层医学论

坛#

'.((

#

(6

$

:

%!

(.-9&(.--4

)

((

*易兵#张建云
4

新生儿静脉血与末梢血常规检查结果的比较)

Y

*

4

中国社区医师#

'.('

#

('

$

(

%!

--4

)

('

*梁肖云#周宏
4

新生儿静脉血和指血血常规结果比较)

Y

*

4

现代临

床医学生物工程学杂志#

'..'

#

5

$

(

%!

764

$收稿日期!

'.(6&.6&'(

%

!经验交流!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分析

王熙明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甘肃张掖
89-...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糖代谢情况$方法
!

选择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

例!采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

XT>>

#进行空腹血糖及
'C

血糖检测!同时测量血压!比较不同血压分级患者糖代谢异常发生率$结果
!

共检出糖代谢异常患

者
95

例"

954.W

#!其中确诊糖尿病
6

例"

64.W

#%空腹血糖受损
-

例"

-4.W

#%糖耐量受损
':

例"

':4.W

#$随着血压分级升高!原

发性高血压患者糖代谢异常发生率升高"

B

$

.4.6

#$结论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糖代谢异常发生率较高!且发生率随血压分级升

高而升高$糖代谢异常以糖负荷后
'C

血糖升高为主$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应早期常规检测
XT>>

!从而尽早发现%干预糖代谢异

常!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原发性高血压&

!

血糖&

!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

!

(.49:7:

"

;

4"<<=4(789&-(9.4'.(64'(4.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7&.'

!!

原发性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均为内科常见病#是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和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发病率均较高'循证医学

研究表明#

1)

与高血压病有很高的共患性#均为代谢综合征

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的发病基础'有研究显示#

(5W

的

高血压病患者合并
1)

#

(

"

9

!

(

"

'

的
1)

患者合并高血压

病)

(

*

'高血压并合并
1)

患者继发大(小血管病变的危险性

成倍增长#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心

力衰竭(脑血管病等疾病的患病率及患者病死率明显升高'因

此#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三级预防管理中#加强血糖监测#有利

于早期发现
1)

#实施多重危险因素综合干预一体化管理模

式'本研究分析了
(..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口服葡萄糖耐量

试验$

XT>>

%检测结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诊治的原

发性高血压患者
(..

例#男
77

例#女
9-

例#高血压病程
6

!

'.

年#年龄
96

!

76

岁#平均$

6.47.e(649

%岁'所有患者均为自

愿参与本研究#且既往无
1)

病史及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史'

A4B

!

方法

A4B4A

!

XT>>

检测
!

受试对象禁食
(.

!

('C

后#于次日上午

5

!

..

!

:

!

..

#空腹采集静脉血并检测空腹血糖$

OIT

%水平&将

86

H

无水葡萄糖粉溶解于
9..!S

温水中#

6!"=

内服下#

'C

后采集静脉血#检测
'C

血糖$

'CIT

%水平'试验过程中#患者

禁止吸烟(饮用茶及咖啡#避免剧烈运动'静脉血标本采集后

迅速分离血清标本#用于
OIT

(

'CIT

检测'采用日立
87..

型

生化分析仪及葡萄糖氧化酶法试剂进行血糖检测'糖代谢状

态分类)

'

*

!

OIT

$

74(!!?A

"

S

(

'CIT

$

845!!?A

"

S

判为正常

血糖$

$T#

%&

74(!!?A

"

S

)

OIT

$

84.!!?A

"

S

(

'CIT

$

845

!!?A

"

S

判为空腹血糖受损$

VOT

%&

OIT

$

84.!!?A

"

S

(

845

!!?A

"

S

)

'CIT

$

((4( !!?A

"

S

判为糖耐量受损$

VT>

%&

OTI

'

84.!!?A

"

S

或
'CIT

'

((4.!!?A

"

S

诊断为
1)

'

VOT

和
VT>

统称为糖调节受损$

VT#

#即
1)

前期%'糖代谢异常包

括
VT#

和
1)

'

-

7.'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

年
((

月第
97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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