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的枸橼酸钠抗凝标本具有较好抗凝效果，充分颠倒混匀

后，很少出现堵针现象。

从上分析来看，Ｈｅｍｏｔｙｐｅ全自动血型分析仪检测正反不

一致１１例，Ｏ细胞凝集６例，ＲＨ阴性５９例，经本站血型研究

室确认鉴定与手工法相符，又多检测出１例亚型，１例ＣｉｓＡＢ，

１例冷凝集。因此，该法结果可靠，灵敏度更高，且其检测结果

能长时间保存，易于追溯，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１０］，对保证血

站安全供血和举证具有积极意义。该法与手工方法相比又实

现了标准化、自动化、规范化操作，快捷、方便，降低了工作量和

实验成本，适合血站大批量标本的血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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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不同的血液标本处理方式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杨　靖，李　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８３０００２）

　　摘　要：目的　探讨不同的血液标本处理方式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　将院内进行血液检查的８２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将不同条件处理后的血液标本的生化结果进行统计对比，以２５例健康人群的血液标本作为对照。按处理方式分１、２、３组，按

保存方式分为Ａ、Ｂ、Ｃ组。结果　１组和２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处理后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而３组患者血液标本的处理方式对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则没有明显影响。Ｂ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保存后，生化指标

的检测结果与Ａ组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Ｃ组患者血液标本的保存方式对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与

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对于血液标本的采集、保存和生化指标检测过程等条件进行控制，保证采集到

的血液标本的质量，从而保证更好地应用于临床。

关键词：血液标本；　处理方式；　生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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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作为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其相关生化指标的检测

结果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十分重要，可以用于辅助许多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因此血液标本的处理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１］。在

血液标本的采集、保存和生化指标的检测过程中，每一个操作

步骤都应该引起重视，以保证采集到的血液标本的质量，可以

用于判断被检者接下来的临床诊断和治疗［２］。但是临床上对

血液标本进行检测时，其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在不同的处理方

式下会有所差异［３］。为探讨不同的血液标本的处理方式对生

化指标的影响，笔者在本次研究中进行了总结，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院内进行血液检查的８２例患者作为本次

的研究对象，同时选取２５例健康人群的血液标本作为对照组。

将所有受试对象在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液进行收集。

１．２　检测方法　采集所有受试对象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液，

各６份，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保存方式。处理方式具体

包括：１组，血液标本先进行离心操作，离心后放置于室温下

（２０℃），１ｄ后进行生化指标的检测；２组，血液标本先进行离

心操作，离心后放置在－２０℃，１ｄ后进行生化指标的检测；３

组，血液标本先进行离心操作，离心后放置在４℃，１ｄ后进行

生化指标的检测。保存方式具体包括：Ａ组，血液标本放置２０

ｍｉｎ后进行离心操作，将分离到的血清进行生化指标的检测；Ｂ

组，全血于４℃放置１ｄ后给予离心操作，离心后进行生化指

标的检测；Ｃ组，分离血清后放置于４℃，１ｄ后给予离心操作，

离心后进行生化指标的检测。

１．３　检测指标　对相关的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具体包括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乳酸脱氢酶（ＬＤＨ）、血糖（ＧＬＵ）、肌酸

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锌（Ｚｎ）

和碱性磷酸酶（ＡＬ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

正态分析的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比较采用狋检验，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处理方式对血液标本的影响　对血液标本分别采用

３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后，对检测到的生化指标结果进行对比，

以评估不同处理方式对血液标本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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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１组和２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处理后生化指标的检

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３组

患者血液标本的处理方式对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则没有明显

影响。见表１。

表１　　不同处理方式对血液标本的影响（狓±狊，ｍｍｏｌ／Ｌ）

分组 狀 ＡＬＰ ＡＳＴ ＬＤＨ Ｚｎ ＣＫＭＢ

１组 ８２ ５２．３１±５．６４ ２８．５９±２．３７ １９７．１±１２．４ １３．６０±２．５ １７．１０±３．５２

２组 ８２ ５４．２０±６．１３ ２６．４１±３．２２ １９４．４±１１．３ １２．５０±１．２４ １５．１９±３．６３

３组 ８２ ５６．３９±４．４０ ２４．６８±２．１６ １９１．２±１０．７ １０．２６±２．５７ １３．９０±１．８５

对照组 ２５ ５６．３１±５．６４ ２４．６１±３．１４ １９０．８±１２．４ １０．２２±１．７０ １３．８７±１．７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２．２　不同保存方式对血液标本的影响　对血液标本分别采用

３种不同的保存方式后，对检测到的生化指标结果进行对比，

以评估不同保存方式对血液标本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

结果显示：Ｂ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保存后，ＧＬＵ的检测结果为

（３．２７±０．８０）ｍｍｏｌ／Ｌ，显著低于 Ａ组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 Ｂ组患者的 ＬＤＨ 的检测结果为

（２１７．２±２８．４）Ｕ／Ｌ，显著高于 Ａ组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而Ｃ组患者血液标本的保存方式对生化

指标的检测结果与 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提示全血保存对于血液标本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有影响。见

表２。

表２　　不同保存方式对血液标本的影响（狓±狊）

分组 狀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ＡＬＴ（Ｕ／Ｌ） ＬＤＨ（Ｕ／Ｌ）

Ａ组 ８２ ４．９７±０．７１ １１．３０±３．１８ １９４．６±２７．２

Ｂ组 ８２ ３．２７±０．８０ １２．１２±３．０６ ２１７．２±２８．４

Ｃ组 ８２ ５．０４±０．８２ １１．３８±２．９７ ２０２．５±２７．４

　　注：与Ａ组比较，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对采集到的血液标本进行生化指标的检测，可以用于辅助

临床患者的疾病诊断、治疗、预后评估［４］。生化指标的检测结

果意义重大，在检测过程中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检测结

果造成影响［５］，进而可能延误患者病情的诊断和治疗。因此，

应严格控制血液标本的采集和检测过程，保证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影响血液标本质量的因素有许多，包括血液标本采集的时

间、血液标本采集的部位、血液标本采集后放置的时间等。因

此，在血液标本采集时应注意：在患者空腹状态下进行血液标

本的采集；选择患者暴露明显的血管进行血液标本的采集；采

集到的血液标本及时进行检测，对于不能及时检测的血液标

本，要尽快放入冰箱保存；对于使用的试剂或仪器，确保其可以

正常使用，减少因试剂或仪器因素造成血液标本的检测误

差［６］。除此之外，对于血液标本的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因

素还有许多，为了探讨血液标本的处理方式和保存方式对于生

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笔者在本实验中收集了８２例需要进

行血液检查的患者和２５例体检健康人群作为本次受试对象，

对收集到的血液标本的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在本实验中，笔者首先对收集到的血液标本分别采用３种

不同的处理方式后，对检测到的生化指标结果进行对比，以评

估不同处理方式对血液标本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显示：１组和２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处理后生化指标的检测结

果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３组患者

血液标本的处理方式对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则没有明显影响。

进一步对收集到的血液标本采用３种不同的保存方式，以评估

不同保存方式对血液标本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显

示：Ｂ 组患者的血液标本在保存后，ＧＬＵ 的检测结果为

（３．２７±０．８０）ｍｍｏｌ／Ｌ，显著低于 Ａ组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 Ｂ 组患者 ＬＤＨ 的检测结果为

（２１７．２±２８．４）Ｕ／Ｌ，显著高于 Ａ组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而Ｃ组患者血液标本的保存方式对生化

指标的检测结果与 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提示全血保存对于血液标本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有影响。这与

崔丽娜等［２］研究结果一致，其通过选取５０例常规体检的健康

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将采集到的血液标本分别给予了５种不同

的处理方式，并将检测的生化指标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血

液标本放置的时间越长，其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越大。血液标本

的放置和保存方式都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结果的

准确度和可靠性。因此，采集到的血液标本应尽快进行检测，

不能及时检测时，则分离血清后保存于冰箱中，尽可能降低对

检测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血液标本的采集、保存和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

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血液标本保存温度的影响、血液标本离

心时机的选择、血液标本保存方式等。应对各种因素做到综合

评估判断，保证采集到的血液标本的质量，从而保证更好地应

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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