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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静脉血浆钾(钠(氯离子检测结果的差异&方法
!

选择住院患者
!&&

例!采集肝素

锂抗凝动脉全血标本及静脉血浆标本!采用罗氏公司
.U+4!,&

型电解质分析仪检测动脉全血(动脉血浆(静脉血浆标本钾(钠(

氯离子水平&结果
!

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钠(氯离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钾离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3

%&动脉全血与静脉血浆钠(氯离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动脉全血与静脉血浆钾离子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静脉血浆钠(氯离子浓度存在差异!而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静脉血浆钾

离子浓度可互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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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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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各种抗凝剂的采血管便于采集抗凝血浆#节省了检验时

间#对保证血浆和细胞的快速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

(

)电解质在

维持渗透压和水的分布,维持肌肉功能,调节电子转移反应及

作为酶的辅助因子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血钾浓度的异常

波动#对机体的影响更加明显'

"

(

)血气分析是临床常用检测项

目之一#采用的是肝素锂抗凝动脉全血标本)利用血气分析标

本进行其他项目检测#无需另采集标本#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然而#不同类型标本相同项目检测结果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

异)本研究对
!&&

例患者动脉全血标本,动脉血浆标本,静脉

血浆标本进行了钾,钠,氯离子检测#旨在探讨不同类型外周血

标本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差异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于广西桂东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患

者
!&&

例)所有患者在标本采集近期未接受输液及胰岛素注

射治疗)

B#C

!

方法
!

采集患者肝素锂抗凝静脉血和动脉血)参照*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中关于血气分析标本的采集方

法#用肝素锂抗凝液湿润内壁的
32+

注射器采集动脉血
"

2+

#采集后立即隔离空气并轻轻混匀)采用肝素锂抗凝真空

采血管采集静脉血后混匀)静脉及动脉血标本采集后
%&260

内送检)动脉全血标本混匀后直接检测#检测后常规方法离

心#分离血浆标本后进行检测)静脉血标本常规方法离心后分

离血浆标本进行检测)所有标本无溶血,无凝块,无脂血,无黄

疸)采用罗氏公司
.U+4!,&

型电解质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

测动脉全血,动脉血浆及静脉血浆标本钾,钠,氯离子浓度)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Fa<

表示#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配对
6

检验#

!

%

&#&3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钾,钠,氯离子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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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刚#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生物化学检验

研究)



动脉全血与静脉血浆钾,钠,氯离子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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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电解质检测结果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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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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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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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全血与静脉血浆电解质检测结果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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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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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离子 钠离子 氯离子

动脉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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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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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有学者采用
])MXS)MO)S%&&&

型血气分析仪和罗氏

公司
4!,&

型电解质分析仪分别检测
,3

例患者动脉全血和静

脉血浆钾,钠离子浓度#结果显示动脉全血和静脉血浆钾离子

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动脉全血,动脉血浆

和静脉血浆钠离子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动,静脉血浆钾,钠离子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并且动脉全血和静脉血浆钾离子浓度呈线性相关'

%

(

)

王素平等'

/

(采用
O(-!&&

型钾,钠,氯自动分析仪检测
%%

例呼

吸科患者动脉血气分析标本和常规静脉血标本血浆钾离子水

平#结果显示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有研究表明全

血,血浆钾离子水平低于血清#主要原因是非抗凝静脉血在凝

固过程中#红细胞和血小板释放部分钾离子#而纤维蛋白原的

存在可增加氯离子水平'

3-8

(

)因此#检测标本的不同是引起检

测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各仪器之间本身存在

着测量差异#因此以不同仪器检测动,静脉血钾,钠,氯离子浓

度的结果来分析其间的差异#所得到的结论缺乏说服力)此

外#笔者认为电解质检测结果易受标本放置时间的影响#所以

必须同时进行配对检测)未抗凝外周血凝固过程中血小板释

放出钾离子#而且血清标本常受到纤维蛋白的干扰#所以利用

血浆标本进行钾,钠,氯离子检测更准确,更方便)

.U+4!,&

型电解质分析仪可对全血和血浆等标本进行测定)本研究配

对检测
!&&

份标本#结果显示动脉全血与动脉血浆标本钠,氯

离子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其中动脉全

血钠离子水平低于动脉血浆#动脉全血氯离子水平高于动脉血

浆)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

!

&全血与血浆标本类型

不同'

,

(

%$

"

&同一个体动脉血与静脉血本身固有的钾,钠,氯离

子浓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外周血
F

V

值,血液流动,物质

代谢等因素有关%$

%

&采血不规范导致组织液混入外周血标本

及微小溶血,微小凝集等%$

/

&病理因素#如糖尿病,非代偿性代

谢酸$或&碱中毒等%$

3

&治疗措施#如近期输液或输注胰岛素%

$

$

&操作者和仪器等因素引起的随机误差)

在进行钾,钠,氯离子检测时#应注意标本类型#意识到动

脉全血与静脉血浆#以及血浆与全血等不同类型标本间客观存

在的差异#正确评价患者钾,钠,氯离子的真实水平'

4

(

)血气分

析在急救和监护医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型血气分析仪增加

了电解质,血红蛋白,血糖等重要指标的检测功能#但应注意验

证不同分析系统检测结果间的一致性#并加强与临床科室的及

时沟通#注意解释血气分析仪检测标本为肝素锂抗凝全血#结

果与传统生化分析有差异'

!&

(

)钾,钠,氯检测结果应以静脉血

浆标本测定值为准#以动脉全血标本测定值为参考)钾,钠,氯

离子检测的分析前质量控制尤为重要#需注意包括患者准备,

抗凝剂选择,标本采集,标本运输等在内的多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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