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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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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规范吸取血液标本对
.

反应蛋白"

.#:

#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对吸取血样后擦拭吸头外余血的
.#:

检测结果与未擦拭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

擦拭过的
.#:

检测结果比未擦拭的检测结果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结论
!

检验人员应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的指导!在吸样枪吸取血样后用干净的纸擦拭吸头外的余血!确保测试所需

血量的正确!使检验结果更准确!从而使临床医生更准确地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关键词"

.

反应蛋白&

!

吸样准确性&

!

规范操作

!"#

!

1*A+9(9

"

D

A"!!5A1(@+081+*A,*1)A*C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081+*

"

,*1)

#

*C011+,0*,

!!

.

反应蛋白$

.#:

%是一种在炎症或感染时#体内出现的一

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1

(

)健康人的
.#:

的血清水平很低#可

是在感染细菌之后#它的水平会成倍的增高)

.#:

水平与各

种炎症+感染+发热等的程度呈正相关#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临

床的相关疾病中#包括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手

术后感染的监测#抗生素疗效的观察#病程检测及预后判断

等'

,

(

)检验科日常工作中每天需进行大量的血常规和
.#:

检

测#为追求工作效率会存在吸取
.#:

检测血样时未按照操作

规程'

+

(上的要求#每次都进行擦去吸头外余血)笔者认为#因

.#:

检测用血量少$

,*

#

&

%如果吸头外残余血与管内测试血

样一起加入缓冲液中测试#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为保证

检验质量#根据,临床检验质量管理技术基础-+,临床检验方法

确认与性能验证-和,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与认可指南-的相关

规定'

80(

(

#笔者对两种操作方式的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旨在探

讨吸取血样方式对
.#:

检测结果的影响)

C

!

材料与方法

CAC

!

标本来源
!

均取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房和

门诊患者的检测标本#每份标本均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程进行

标本采集)新生儿采集末梢血
)*

#

&

于提前做好的抗凝管中

充分混匀#成人采集静脉血
,6&

于
-P'%0W

,

负压管中轻轻

颠倒混匀
)

&

(

次)按照操作规程上机测定
.#:

#对所需结果

进行一个初步筛选#尽量覆盖正常和异常结果)

CAD

!

仪 器 与 试 剂
!

芬 兰
\>"35 P"4

I

53!="24 iO"Q#<4K

!

1*1.#:

仪器&所用试剂为厂家配套
iO"Q#<4K.#:

试剂盒$干

化学微粒免疫浊度法#检测限!小于
C6

I

"

&

%

CAE

!

方法
!

选取
C*

例涵盖低值和高值的患者标本#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要求吸取血样后擦拭吸头外余血的样本结果作为擦

拭组&未擦拭管外余血所得的样本结果作为未擦拭组#并与擦

拭组进行比较)挑选低值和高值样本各
1

例#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要求吸取血样后擦拭吸头外余血的样本结果名为擦拭组&未

擦拭管外余血所得的样本结果#各重复测定
,*

次观察各组

.U

值大小)

CAF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V:VV1@A*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统计结果的数据用
Kh>

表示#用擦拭组实验结果与未擦拭

组结果配对
6

检验#当
!

#

*A*)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

未擦拭组的
.#:

水平高于擦拭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见表
1

)未擦拭组低值和高值的
.U

值均明显高

于擦拭组$

!

#

*A*)

%#见表
,

#说明未擦拭组的重复性比擦拭组

差#结果的可信度低)

表
1

!!

两组患者
.#:

标本结果比较$

6

I

)

&

&

Kh>

%

.#:

水平$

6

I

"

&

%

*

擦拭组 未擦拭组

#

)* 8C

,8A*Ch11A89

"

,CA,+h1,A+8

)*

&#

1** 19

(CA)Ch11A,,

"

@)A*Ch1,A+1

&

1** 1+

11(A)8h)8A**

"

1+,A*h18A(9

合计
C*

89A(Ch+(AC*

"

)(A+(h8*AC)

!!

"

!

!

#

*A*)

#与未擦拭组比较)

表
,

!!

两组高低值重复性比较

组别
*

低值均值

$

6

I

"

&

%

8W

低值

$

B

%

高值均值

$

6

I

"

&

%

8W

高值

$

B

%

擦拭组
,* 1,A++ ,A19 C8A19 +A18

未擦拭组
,* 1+A@( )A*1 1**AC@ @A1@

E

!

讨
!!

论

!!

.#:

是一种由肝细胞合成的急性期反应蛋白#在炎症开

始数小时
.#:

就升高#

8CE

即可达到峰值#随着病变消退+组

织结构和功能的恢复降至正常水平'

@

(

)

.#:

灵敏度很高#其

峰值可为正常值的
1**

&

1***

倍#其半衰期较短$

8

&

(E

%)有

文献报道#

.#:

%

)*A@6

I

"

&

被认为可以区分感染性炎症反应

和其他非炎症反应&把
.#:

#

)*6

I

"

&

代表相对较低的急性

时相反应&

.#:

%

1**6

I

"

&

代表重度反应'

C

(

)

.#:

值持续较

高水平者预后不良#动态观察
.#:

结果的变化#有助于及时发

现病情危重程度及预后判断)因此笔者按
C*

例患者检测结果

的不同浓度范围分组进行比较#发现无论是哪个浓度范围#两

组结果比较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

!

#

*A*)

%)

擦拭组因规范吸取样本进行实验#所以得到的
.U

值会明

显小于未擦拭组)而在做未擦拭组实验时会发现因残留在吸

头外余血的量很难控制#所以使测试结果不稳定从而导致
.U

值偏高)因此擦拭组所获得实验数据稳定性更高+准确度及可

信度也更高)本院日常工作会碰到较多新生儿标本#且新生儿

感染性疾病较为常见#病情严重时极易导致患者死亡'

901*

(

)

.#:

检测对于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因而
.#:

测定的结果的准确性更有着重要意义)检验过程中

由于操作不规范#会使
.#:

结果准确性下降#致使临床医生对

患者用药和愈后情况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检验人员在及时

发布
.#:

报告的基础上#应该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擦拭掉吸

头外的余血#确保加样量的准确从而获得更准确可靠的结果#

切勿贪快和嫌麻烦而忽略了本应坚持的规范操作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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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影响
.#:

的检验结果的因素有很多#而检验人

员应该立足对准确性的基本要求#规范吸取用血量#得到更准

确的检验结果#从而使临床医生更准确地对患者进行诊断和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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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存放时间#比重#

G

Y

值对其红细胞计数结果的影响

靳彩虹

"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化室!甘肃平凉
@8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尿液
G

Y

值%比重及存放时间对其红细胞计数结果的影响$方法
!

选择比重为
1A*,*

!

G

Y

值分别为
)A*

%

)A)

%

(A*

%

(A)

%

@A*

%

@A)

%

CA*

的尿常规各项指标均正常的健康体检者尿液标本各
,*

例!每例留取
,6&

!均加入健康者血液标本
1*

#

&

!在
+*6"5

内计数红细胞!之后分别在间隔
1

%

,

和
+E

后计数上述标本中的红细胞数$另留取
G

Y

值为
(A)

%比重分别为

1A**)

%

1A*1*

%

1A*1)

%

1A*,*

%

1A*,)

的尿液标本各
,*

例!每例
,6&

!均加入健康者血液标本
1*

#

&

!分别于上述相同时间间隔后计

数红细胞数!然后观察随时间推移!不同
G

Y

值%不同比重尿液中红细胞数目的变化$结果
!

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尿液红细胞计

数减少&比重同为
1A*,*

的尿液标本中!

G

Y

值为
)A*

和
)A)

的尿液标本红细胞计数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比重为

1A**)

的尿液标本红细胞减少也最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1

#$结论
!G

Y

值%比重偏低的尿液!存放时间过长!红细胞容

易发生溶解破坏!健康者尿液
G

Y

&

(

!比重为
1A*1)

&

1A*,*

!存放
1E

内红细胞基本稳定$

关键词"

G

Y

值&

!

尿比重&

!

存放时间&

!

红细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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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镜检和尿潜血试验是检测血尿的重要依据#但这两

项试验在实际检测中均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红细胞的检

出受
G

Y

值+存放时间+尿比重等因素的影响)潜血试验中#血

红蛋白尿与血尿难以区分#容易造成临床上的漏诊和误诊)本

课题组观察了尿液
G

Y

值+存放时间和尿比重对红细胞计数结

果的影响#旨在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AC

!

标本来源
!

选取于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门诊进行体检且合格的健康者尿常规检测标本共
,8*

例)其

中尿比重为
1A*,*

#

G

Y

值分别为
)A*

+

)A)

+

(A*

+

(A)

+

@A*

+

@A)

+

CA*

的尿液标本各
,*

例&

G

Y

值为
(A)

#尿比重分别为
1A**)

+

1A*1*

+

1A*1)

+

1A*,*

+

1A*,)

的尿液标本各
,*

例)

,

例血常规

各项参数检测都正常的健康体检者血液标本$红细胞
)A**^

1*

1,

"

&

#血红蛋白
1)*

I

"

&

&红细胞
)A*(^1*

1,

"

&

#血红蛋白

1),

I

"

&

%)

CAD

!

仪器与试剂
!

普通光学显微镜+血细胞计数池+尿液分析

仪
d>"=<!=0)**/

$

d0)**/

%)

CAE

!

方法
!

人工血尿制备检测!将尿比重
1A*,*

+

G

Y

值分别

为
)A*

+

)A)

+

(A*

+

(A)

+

@A*

+

@A)

+

CA*

的标本各
,*

例#每例留取
,

6&

#均加入健康者血液标本
1*

#

&

$红细胞
)A**^1*

1,

"

&

#血

红蛋白
1)*

I

"

&

%#在
+*6"5

内计数红细胞数$用普通光学显微

镜在高倍镜下计数
)

个中方格的
#/.

总数%#之后依次间隔
1

+

,

+

+E

后分别计数上述标本中的红细胞数目)另留取
G

Y

值

(A)

+尿比重分别为
1A**)

+

1A*1*

+

1A*1)

+

1A*,*

+

1A*,)

的尿液

标本各
,*

例#每例
,6&

#均加入健康者血液标本
1*

#

&

$红细

胞
)A*(̂ 1*

1,

"

&

#血红蛋白
1),

I

"

&

%#同上述方法计数红细胞

数#最后观察随着时间推移#不同
G

Y

值+比重尿液中红细胞数

目的变化)每微升标本红细胞数目按下列公式计算!

#/.

总

数$个"微升%

b$

"

)̂ ,)̂ 1*

&

$

!

)

个中方格的
#/.

总数)

CA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VV1)A*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
K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

!

#

*A*)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AC

!

红细胞计数与尿液放置时间的关系
!

随放置时间的延

长#尿液红细胞计数减少#见表
1

+

,

)

DAD

!G

Y

值对红细胞计数的影响
!

比重为
1A*,*

#

G

Y

值不同

的尿液放置
,E

再计数红细胞#并与
+*6"5

内镜检红细胞计数

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G

Y

值为
)A*

+

)A)

及
(A*

的尿液放置
,E

与放置
+*6"5

比较#红细胞计数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放置
+E

与
,E

比较#

G

Y

值为
)A*

及
)A)

尿液红细胞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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