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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对不同保存条件下血清生化结果影响的研究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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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研究混匀对不同保存条件下的血清生化结果的影响$方法
!

对收集的
!#

例患者新鲜血清分别检测常规生化

项目后!各自分装于
*

组编号相同的样本管中!两组置
!̀#g

保存!一组
*g

冰箱保存!一组室温保存!

!*J

后检测常规生化项目!

对
!̀#g

保存的两组血清!一组不混匀检测!一组充分混匀后检测$结果
!

室温放置
!*J

后血清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除

&-'

!

&;'

!

',5-

!

],5-

项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外!其余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

*g

冰箱放置
!*J

后血

清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除
',5-

!

],5-

项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外!其余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

!̀#g

保存血清!未混匀血清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所有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充分混匀后血清生化

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所有项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室温和
*g

冰箱保存的血清!各种化学成分的均一性不受

影响&

!̀#g

保存后的血清!复融后上层血清化学成分浓度明显低于下层血清!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检测前务必充分混匀$

关键词"混匀&

!

保存条件&

!

冰冻保存&

!

生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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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工作中常有不能及时检测的标本#需在室温(

*

g

冰箱或冰冻保存'而血液离开人体后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

生不同的反应和作用#从而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差)

%

*

'如血液

中的有形成分如红细胞(白细胞等在室温条件下放置一定时

间#在试管中有自然沉降的现象'那么血清中的化学成分如

糖(脂(蛋白(无机盐等在常温(

*g

(冰冻不同保存条件下是否

也存在自然沉降现象2 目前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本文主要研

究血清样本在不同储存条件下保存一定时间后生化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2@

!

样本来源
!

收集当天
!#

例患者新鲜血清于
!#

个样本管

中#

!#

例血清标本中至少
%#

例标本谷丙转氨酶$

&-'

%#谷草

转氨酶$

&;'

%(谷氨酰转肽酶$

BB'

%(碱性磷酸酶$

&4D

%(总

蛋白$

'D

%(清蛋白$

&-,

%(总胆红素$

',5-

%(直接胆红素

$

],5-

%(尿素$

,19

%(肌酐$

(N

%(尿酸$

1&

%(葡萄糖$

B-1

%(三

酰甘油$

'B

%(总胆固醇$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

%

项目中至少有一项或多项同时存在异常结果#溶血脂血标本除

外#每例研究对象血清确保
*M-

以上'

@2A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日本
5̂'&(̂ 5)7##6#%#

生化

仪'试剂!

&-'

(

&;'

(

BB'

(

&4D

(

',5-

(

],5-

(

,19

(

(N

(

]̂-6(

试剂由日本和光株式会社提供#

1&

(

B-1

(

'B

(

'(

(

'D

(

&-,

由四川迈克公司提供'多项目校准液由德国罗氏公

司提供$批号!

%))+""

%#质控液$包括中值和高值%由英国朗道

公司提供'

@2B

!

方法
!

$

%

%按实验项目标准化操作程序$

;bD

%#确保当天

的质控结果通过后#将收集的
!#

份样本分别编上号#并进行

&-'

(

&;'

(

BB'

(

&4D

(

',5-

(

],5-

(

,19

(

(N

(

]̂-6(

(

1&

(

B-1

(

'B

(

'(

#

'D

(

&-,

检测#检测结果以初始结果表示'检

测后立即分装在
*

组编号相同容量为
%M-

有盖样本管中#每

个样本管分装
%M-

血清#分装后密闭保存'将两组样本直立

放置于
!̀#g

冰箱保存#一组直立放置于
*g

冰箱保存#一组

置室温$

!"g

%保存'$

!

%当
*

组分装血清保存
!*J

后#将室温

保存的血清和
*g

冰箱保存的血清及时进行上述生化指标检

测#检测结果分别以室温保存后结果和
*g

保存后结果表示&

将两组
!̀#g

保存血清取出室温复融
$#M@A

后#将其中一组

血清$确保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倾斜混匀%进行上述生化指标检

测#检测结果以未混匀结果表示&将另外一组
!̀#g

保存血清

充分颠倒混匀后再进行上述生化指标检测#检测结果以混匀后

结果表示'

@2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2#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
<

$

!

!"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秩和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2@

!

室温保存后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
!

!#

例样本经

!"g

室温保存
!*J

后检测
&-'

(

&;'

(

BB'

(

&4D

(

'D

(

&-,

(

',5-

(

],5-

(

,19

(

(N

(

1&

(

B-1

(

'B

(

'(

(

]̂-6(

项目结果平

均水平与初始结果平均水平比较(采用配对秩和检验#对应
f

值分别为
`!2$7!

(

`!2!$#

(

`%2#!$

(

`#2+3$

(

`#2++*

(

#̀2+"#

(

!̀23*7

(

`!2"*"

(

`%2#!"

(

`%2")!

(

`%2#!#

(

%̀2#!#

(

%̀273$

(

`%2733

(

`#2+3!

#除
&-'

(

&;'

(

',5-

(

],5-*

项目
!

$

#2#"

外#其余项目均
!

%

#2#"

#表明血清样本

室温放置
!*J

后#除
&-'

(

&;'

(

',5-

(

],5-*

项目结果与初

始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外#其余生化项目结果

与初始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A2A

!

*g

冰箱保存后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
!

!#

例样本经

*g

冰箱保存
!*J

后检测
&-'

(

&;'

(

BB'

(

&4D

(

'D

(

&-,

(

',5-

(

],5-

(

,19

(

(N

(

1&

(

B-1

(

'B

(

'(

(

]̂-6(

项目结果平

均水平与初始结果平均水平比较#对应
f

值分别为
`%2)7*

(

%̀273"

(

`%2"%"

(

`%2*%#

(

`%2#%!

(

`#2+3!

(

`!2$77

(

!̀2!*%

(

`%2"!#

(

`%2$!!

(

`%2*!$

(

`%27!$

(

`%27*"

(

%̀2)3%

(

%̀2$!!

#除
',5-

(

],5-

两项目对应的
!

$

#2#"

外#

其余项目的
!

%

#2#"

#表明血清样本经
*g

冰箱放置
!*J

后#

除
',5-

(

],5-

两项目结果与初始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外#其余生化项目结果与初始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
!

'

A2B

!

!̀#g

冷冻保存
!*J

复融后未混匀检测结果与初始结

果比较
!

!#

例样本经
`!#g

保存
!*J

复融后未混匀就检测

&-'

(

&;'

(

BB'

(

&4D

(

'D

(

&-,

(

',5-

(

],5-

(

,19

(

(N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5A=Z->SCIP

!

&

U

N@L!#%7

!

R<L2$)

!

9<23



1&

(

B-1

(

'B

(

'(

(

]̂-6(

结果平均水平与初始结果平均水

平比较#采用配对秩 和 检 验#对 应
.

值 分 别 为
$̀2+!!

(

$̀23+#

(

`$2*)$

(

`$233$

(

`$2%)*

(

`$2+!#

(

`$23*7

(

$̀2%*%

(

$̀2+!#

(

$̀2+!!

(

`$2+!#

(

`$2+!#

(

`$23*)

(

`$2

33$

(

$̀2+!!

#所有项目
!

$

#2#"

#表明血清样本在
`!#g

冷

冻保存
!*J

复融后未混匀就检测#其常规生化项目结果与初

始结果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室温保存
!*J

后测定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

项目 初始结果 室温保存后结果
. !

&-'

$

1

"

-

%

$!

$

%3

#

"+

%

!3

$

%7

#

*3

%

!̀2$7!

$

#2#"

&;'

$

1

"

-

%

$%

$

!%

#

$+

%

!+

$

%+

#

$7

%

!̀2!$#

$

#2#"

BB'

$

1

"

-

%

7$

$

!7

#

%!*

%

7$

$

!7

#

%!"

%

%̀2#!$#2$"!

&4D

$

1

"

-

%

+%

$

)!

#

%)!

%

+!

$

)%

#

%77

%

#̀2+3$#2$7"

'D

$

E

"

-

%

732*

$

7!2$

#

)%2#

%

732$

$

7!2*

#

)#2+

%

#̀2++*#2$"+

&-,

$

E

"

-

%

*#27

$

$"2"

#

**2+

%

*%2#

$

$"2*

#

*"2#

%

#̀2+"##2$77

',5-

$

)

M<L

"

-

%

%!2"

$

+2#

#

%72)

%

%#2%

$

)2!

#

%$2%

%

!̀23*7

$

#2#"

],5-

$

)

M<L

"

-

%

*2%

$

$2)

#

727

%

$2"

$

$2%

#

72#

%

!̀2"*"

$

#2#"

,19

$

MM<L

"

-

%

"2##

$

*2$%

#

"23*

%

*2+3

$

*2$!

#

"2)3

%

%̀2#!"#2$"%

(N

$

)

M<L

"

-

%

7!

$

")

#

)+

%

7%

$

"7

#

))

%

%̀2")!#2%%!

1&

$

)

M<L

"

-

%

!37

$

!$7

#

$)3

%

!3*

$

!$!

#

$)#

%

%̀2#!##2$"$

B-1

$

MM<L

"

-

%

"2$$

$

*2"+

#

72!)

%

"2$%

$

*2"7

#

72!"

%

%̀2#!##2$"!

'B

$

MM<L

"

-

%

%2!$

$

#2+"

#

%237

%

%2!%

$

#2+*

#

%23!

%

%̀273$#2#+)

'(

$

MM<L

"

-

%

*2!+

$

$2"3

#

*2*)

%

*2!+

$

$2"*

#

*2*+

%

%̀2733#2#+%

]̂-6(

$

MM<L

"

-

%

%2#*

$

#2+%

#

%2!#

%

%2#"

$

#2+#

#

%2!%

%

#̀2+3!#2$7"

表
!

!!

*g

保存
!*J

后测定生化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

项目 初始结果
*g

保存后结果
. !

&-'

$

1

"

-

%

$!

$

%3

#

"+

%

$%

$

%+

#

*+

%

%̀2)7* #2#33

&;'

$

1

"

-

%

$%

$

!%

#

$+

%

$#

$

!#

#

$3

%

%̀273" #2#+!

BB'

$

1

"

-

%

7$

$

!7

#

%!*

%

7!

$

!"

#

%!"

%

%̀2"%" #2%*)

&4D

$

1

"

-

%

+%

$

)!

#

%)!

%

+%

$

)%

#

%)7

%

%̀2*%# #2%3#

'D

$

E

"

-

%

732*

$

7!2$

#

)%2#

%

732"

$

7!2*

#

)#2+

%

%̀2#%! #2$%7

&-,

$

E

"

-

%

*#27

$

$"2"

#

**2+

%

*%2#

$

$"27

#

*"2$

%

#̀2+3! #2$)7

',5-

$

)

M<L

"

-

%

%!2"

$

+2#

#

%72)

%

%#2+

$

32%

#

%*2$

%

!̀2$77

$

#2#"

],5-

$

)

M<L

"

-

%

*2%

$

$2)

#

727

%

$2)

$

$2!

#

"23

%

!̀2!*%

$

#2#"

,19

$

MM<L

"

-

%

"2##

$

*2$%

#

"23*

%

"2#!

$

*2$!

#

"2)3

%

%̀2"!# #2%"*

(N

$

)

M<L

"

-

%

7!

$

")

#

)+

%

7!

$

"7

#

)3

%

%̀2$!! #2%3$

1&

$

)

M<L

"

-

%

!37

$

!$7

#

$)3

%

!)3

$

!$!

#

$)!

%

%̀2*!$ #2%)7

B-1

$

MM<L

"

-

%

"2$$

$

*2"+

#

72!)

%

"2$%

$

*2""

#

72%7

%

%̀27!$ #2%#3

'B

$

MM<L

"

-

%

%2!$

$

#2+"

#

%237

%

%2!%

$

#2+$

#

%23%

%

%̀27*" #2%#!

'(

$

MM<L

"

-

%

*2!+

$

$2"3

#

*2*)

%

*2!!

$

$2"*

#

*2$+

%

%̀2)3% #2#3*

]̂-6(

$

MM<L

"

-

%

%2#*

$

#2+%

#

%2!#

%

%2#$

$

#2+#

#

%2%3

%

%̀2$!! #2%3*

A2C

!

!̀#g

冷冻保存
!*J

复融并混匀后检测结果与初始结

果比较
!

!#

例样本经
`!# g

保存
!*J

复融并混匀后检测

&-'

(

&;'

(

BB'

(

&4D

(

'D

(

&-,

(

',5-

(

],5-

(

,19

(

(N

(

1&

(

B-1

(

'B

(

'(

(

]̂-6(

项目结果平均水平与初始结果平均水

平比较#采用配对秩和检验#对应
f

值分别为
`%2"7*

(

`%2

7%"

(

%̀2*%"

(

%̀2$%#

(

`%2%%!

(

`#2+3!

(

`%2$77

(

`%2**%

(

%̀2$!#

(

%̀2%!!

(

%̀2!!#

(

`%2"!"

(

`%2"*)

(

`%273$

(

`%2

%!!

#所有项目
!

%

#2#"

#表明血清样本经
`!#g

保存
!*J

复

融并混匀后#其常规生化项目结果与初始结果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见表
*

'

表
$

!!

!̀#g

冷冻保存
!*J

复融后未混匀测定生化

!!!

结果与初始结果比较

项目 初始结果 未混匀结果
. !

&-'

$

1

"

-

%

$!

$

%3

#

"+

%

!#

$

%%

#

**

%

$̀2+!!

$

#2#"

&;'

$

1

"

-

%

$%

$

!%

#

$+

%

!%

$

%*

#

!+

%

$̀23+#

$

#2#"

BB'

$

1

"

-

%

7$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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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受方法学及样本数量的制约#许多标

本常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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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低温冷冻保存&以及临床科研中#一些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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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因为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术前(术中(卧位(立位等特殊情

况#这些标本很难具有成批性)

!

*

&另外#随着医疗服务质量的不

断改善#病人要求随到随抽血#如果加上待检项目需要用放射

免疫法或酶免疫法#这些标本更需在
*g

或甚至
`!#g

条件

下保存一定时间)

$

*

'市场上大多数校准品(质控品都是干粉制

剂#一般用去离子水复溶后需要分装保存)

*

*

'所以选择恰当的

保存方式#使血清的化学成分的稳定性不受影响显得非常重

要'目前实验室保存血清的主要方式有!室温#

*g

冰箱以及

!̀#g

冰冻保存'根据本次实验研究发现#

!"g

左右室温条

件和
*g

冰箱密闭保存
!*J

的血清样本#其化学成分的均一性

基本不受到影响#只是一些酶或胆红素会不同程度降低#室温

保存条件下降低更明显'而
!̀#g

冰冻保存
!*J

后的血清样

本#充分颠倒混匀后其化学成分水平与初始结果并无明显差

异#显然#在保存时间要求不是很长的情况下#

`!#g

冰冻保

存是血清样本的最佳保存方式#优于室温保存和
*g

冰箱保存

方式)

"

*

#由于不需要特殊的设备#也是目前大多数实验室容易

实现的方式'

!̀#g

冰冻保存作为实验室血清样本的常用保存方式#

从本次实验研究发现#

!̀#g

冷冻保存
!*J

后血清上下层各

种化学成分的均一性很差'主要表现为血清上层的化学成分

的浓度明显低于血清下层的浓度#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目前有

不同的解释'有研究认为这是由于低温条件下各种化学成分

的饱和度下降导致结晶的析出#而结晶沉积在样本管底部#血

清上层化学成分浓度就降低)

76)

*

'而据笔者观察室温复融
$#

M@A

后未发现样本管底部结晶存在'也有研究认为这一现象

主要是由于低温条件下化学成分的自然沉降有关)

3

*

'有研究

发现#若将冷冻保存后的血清由上至下分成多层#血清中各种

化学成分的浓度由上至下是逐渐增加的)

+

*

'但是化学成分为

什么在低温条件下会沉降2 至今还无很合理的解释'所以上

下层血清化学成分浓度差异大确切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实验操作中非常强调加样本或试剂后通过搅拌(震荡方

式混匀使反应更充分#而保存样本检测前需混匀常被大家忽

视#特别是低温冷冻保存后的血清样本'这是因为目前大家对

低温冷冻保存后血清样本化学成分上下层巨大的浓度差异认

识不足有关'对低温冷冻保存后的血清样本#复融后充分混匀

再检测尤为重要#建议写入相关实验标准操作规程'当然#可

以利用低温冷冻保存后的血清上下层浓度差异大的特点#通过

检测冷冻保存后的下层血清的肿瘤(病毒及核酸标志物浓度#

以提高检测灵敏度'

本研究表明#经室温或
*g

冰箱保存
!*J

的血清#各种化

学成分的均一性基本不受影响#但是一些酶和胆红素会不同程

度降低#室温保存的血清降低更明显&

`!#g

保存的血清#复

融后上下层血清化学组分的均一性很差#上层血清化学成分浓

度明显低于下层血清#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检测前务必

充分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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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和白细胞计数在

小儿感染性肺炎诊断中的价值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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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罗定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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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究联合
(

反应蛋白"

(8D

#'降钙素原"

D('

#'白细胞"

W,(

#应用于小儿感染性肺炎诊断过程中的临床效

果$方法
!

选取
!#%$

年
3

月至
!#%"

年
3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肺炎患儿
%%+

例以及同期来那么院进行健康体检儿童
7!

例作为研

究对象!依据身体情况划分为非细菌性肺炎组"

7#

例#'细菌性肺炎组"

"+

例#'健康组"

7!

例#!对比
(8D

'

D('

'

W,(

等相关情况$

结果
!

细菌组患儿
(8D

'

D('

'

W,(

等
*

个指标都明显高于非细菌组'健康组的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D('

比
(8D

'

W,(

指标具有更高的特异度以及灵敏度!联合检测可判断导致肺炎产生的病原体种类$

关键词"降钙素原&

!

(

反应蛋白&

!

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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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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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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