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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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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全血标本红细胞浓度对不同放置时间后血糖测定结果影响!为科学分析不同红细胞浓

度患者全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后血糖检测结果变化机理!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
#

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

四医院体检中心和住院部不同红细胞浓度的血糖正常人员的抗凝静脉血标本!根据标本红细胞浓度分为低红

细胞浓度标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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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红细胞浓度标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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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红细胞浓度标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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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标本即刻做血糖测定!然后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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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测定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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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

录!统计学分析比较不同组标本不同放置时间血糖测定结果'平均每小时血糖下降量和血糖下降累积量变化&

结果
#

#

组血标本放置
'C

后血糖结果均低于该组即刻检测结果!且
,YX<3

组血标本放置同样时间后的血糖

结果低于
,YX<1

组!

,YX<1

组血标本放置同样时间后的血糖结果低于
,YX<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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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标本放置
'C

后的平均每小时血糖结果下降量和血糖下降累计量均低于放置
"C

内的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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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YX<3

组血标本放置同样时间后平均每小时血糖结果下降量和血糖下降累计量高于
,YX<1

组!

,YX<1

组血标本放置同样时间后平均每小时血糖结果下降量和血糖下降累计量高于
,YX<U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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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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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抗凝标本放置时间越长!血糖结果越低!但随着标本放置时间延长!血糖下降

速度变慢&全血抗凝标本离体后血糖下降速度与标本内红细胞浓度呈正相关!红细胞浓度越高!血糖下降速度

越快!提示对于高浓度红细胞患者血糖检测标本更需要及时检测!高红细胞浓度全血标本离体后血糖下降速度

快可能与红细胞摄取葡萄糖速度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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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糖尿病发病率逐年升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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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测定指血液葡萄糖浓度测定%是医院检验

科常规实验室检查项目%血糖测定不仅在诊断糖尿病

和评估药物治疗效果方面%而且在评估糖尿病'肥胖

和创伤感染患者胰岛素抵抗方面%均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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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测定标本质量是保证血糖检测结果准确

性的前提保证%静脉血标本采集质量容易控制%血糖

测定准确性高%同一个标本可重复测定%静脉血标本

常用于血糖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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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标本血糖测定需要及时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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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医院内患者静脉采血往往不在检验科生化

实验室内完成%而是由专业的抽血护士在检验科以外

的门诊部和体检中心以及临床科室完成%这不可避免

造成标本不能即刻检测%到达检验科实验室需要一定

的放置时间&据文献报道%静脉血标本在检测之前%

放置时间越长%血糖检测结果越低%但详细机理尚不

完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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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是血液中主要有形成分%红细

胞离开人体后%有一定的存活时间%有文献报道离体

红细胞具有摄取葡萄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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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不同红

细胞浓度血标本血糖下降程度变化%旨在探讨离体血

标本内葡萄糖下降机理及其与红细胞浓度的关系%为

制定不同红细胞浓度静脉血标本血糖送检时间%提供

实验室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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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糖尿病'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病&根

据红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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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红细胞浓度标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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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正常参考范围内-高红细胞浓度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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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构成比'年

龄构成比'空腹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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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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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各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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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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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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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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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或血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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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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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钠抗凝真空采血管由

浙江康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血糖检测试剂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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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由深圳迈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生产%台式低速离心机由湖南长沙湘仪离心

机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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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处理和检测方法
#

真空采血管空腹抽取肝

素钠抗凝全血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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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混匀%防止标本出

现红细胞凝集%并准确记录抽血时间(精确到分钟)&

抗凝血标本离心后析出血浆%即刻放入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标本位%通过酶动力法进行血糖测定并记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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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吸样检测后%取出血标本%

小心混合血标本中血浆和红细胞层%形成全血状态%

放置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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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离心后%检测血糖并

记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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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摇匀血标本%混合血浆和红细胞层

呈全血状态%继续放置
!C

%再离心后检测血糖并记录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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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并比较各组

血标本室温放置平均每小时血糖下降量和血糖下降

累积量变化量&放置
O

小时的平均每小时血糖下降

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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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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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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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血糖检测结果变

化
#

#

组血液标本随着放置时间增长%血糖检测数值

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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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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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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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值

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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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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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值均低于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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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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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液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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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值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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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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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值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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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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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患者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血糖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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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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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组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平均每小时血糖检

测结果下降量变化
#

,YX<U

组'

,YX<1

组和
,YX<3

组血标本放置
'C

后平均每小时血糖检测值下降量均

低于放置
"C

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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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标

本平均每小时血糖检测值下降量均随放置时间呈下

降趋势%血标本放置时间越长%平均每小时血糖下降

量越小&

,YX<3

组放置不同时间点内平均每小时血

糖检测值下降量高于
,YX<1

组%

,YX<1

组高于

,YX<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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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放置

时间的血标本平均每小时血糖检测值下降量随红细

胞浓度升高呈升高趋势%血标本红细胞浓度越高%血

糖下降量越大&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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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组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血糖检测值下降累

计量变化
#

,YX<U

组'

,YX<1

组和
,YX<3

组血标本

放置
'C

后血糖下降累计量均高于放置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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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血标本血糖下降累计量均随放置时间呈增

多趋势%血标本放置时间越长%血糖下降累计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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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3

组放置不同时间点血糖下降累计量高于

,YX<1

组%

,YX<1

组高于
,YX<U

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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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放置时间的血标本血糖下降累

计量%随红细胞浓度升高呈升高趋势%血标本红细胞

浓度越高%血糖下降量越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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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平均每小时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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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值下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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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检验科是检验患者标本的医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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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

果质量控制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其中分析

前是检验结果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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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标本离体

后标本内检验指标信息变化%对改善标本分析前质量

控制具有指导意义&静脉血标本离开人体后随着放

置时间延长%葡萄糖水平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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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静脉血标本离体后标本内葡萄糖水平变化和人

体内血葡萄糖水平变化不同&人体内血糖变化取决

于体内葡萄糖来源和去路的比较#

!(

$

%而静脉血离体后

标本内的葡萄糖不会再有来源%也不存在人体运动消

耗葡萄糖的情况%离体后血标本内葡萄糖水平下降与

离体后血标本后内葡萄糖的去路有关&血标本内没

有体内组织细胞%只有血液细胞%血标本离体后葡萄

糖去路与血细胞具有摄取葡萄糖能力有关&

静脉血葡萄糖测定是测定血浆或血清中的葡萄

糖浓度%并不包括血液中红细胞内的葡萄糖浓度&从

理论上讲%静脉血标本离体后葡萄糖去路有
"

种途

径%一是葡萄糖直接被降解%二是葡萄糖进入红细胞'

白细胞等细胞内&由于外周血标本红细胞数量远远

大于白细胞数量%血浆葡萄糖进入红细胞内可能是导

致血液标本离体后血糖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了研究离开体内的血标本内葡萄糖去路及其

机理%笔者选择不同
,YX

的血糖正常人群作为研究

对象%观察外周血标本离体后不同放置时间血糖下降

量与红细胞浓度的关系%结果发现%静脉血标本离体

后
"C

血糖测定浓度就明显低于即刻检测的血糖结

果%并随标本放置时间延长而呈降低趋势%降低速度

与
,YX

呈正比%血标本红细胞浓度越高%血糖降低速

度越快%提示高红细胞浓度人群的外周血标本血糖测

定更需要及时送检%因其血标本血糖浓度下降速度更

快&血标本内红细胞数量多%摄取的葡萄糖量也多%

可能是高红细胞浓度血标本血糖下降速度更快的原

因之一&低红细胞浓度的贫血患者血标本血糖下降

速度较慢%可能与标本内的红细胞数量少%摄取的葡

萄糖也相对少有关&有文献报道%红细胞膜上有葡萄

糖转运体#

!%

$

%离体后抗凝血标本内红细胞可能仍具有

摄取和转运葡萄糖的能力&

在医院血糖检测具体实践中%很难做到静脉血标

本离体后即刻就进行血糖测定&如果能准确记录静

脉血标本采血时间%研究血标本不同放置时间下降规

律%包括每小时血糖下降量和累积下降量等%对科学

纠正标本离体一定时间后的血糖检测不准确性具有

重要意义&笔者研究发现%离体静脉血标本血糖下降

存在一定的规律%离体静脉血标本平均每小时血糖下

降量(离体血浆葡萄糖消失的量)不仅与
,YX

呈正

比%而且还与放置时间呈反比%单位时间葡萄糖下降

量%随着离体标本体外放置时间延长%呈下降趋势%提

示离体静脉血标本内的红细胞摄取红细胞的能力随

放置时间延长而降低&本研究结果发现%离体静脉血

标本
"C

内血糖下降量速度最快%正常红细胞浓度标

本离体
"C

后%血糖平均每小时下降
&$#(KK>F

"

U

%离

体
'C

%平均每小时下降
&$#!KK>F

"

U

%高红细胞浓度

外周血标本血糖下降速度更快%而低红细胞浓度的贫

血标本血糖下降速度相对慢%提示静脉离体血标本血

糖下降与红细胞数量和活性有关&

结果还发现%尽管离体血标本平均每小时血糖下

降量随放置时间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放置时间延长%

血糖下降累积量越来越大%尤其
,YX<3

组血糖累积

下降量更明显%如果患者血糖为低血糖或血糖偏低%

静脉血标本放置
"'C

%血糖检测值可能会出现结果为

&

的现象%提示对于低血糖患者或血糖在正常参考范

围上限附近的人群%血糖测定标本更应该及时进行检

测%否则血糖检测结果可能严重影响临床医生对疾病

和亚健康程度的准确判断&离体静脉血标本血糖下

降机理可能还涉及其他因素%红细胞浓度可能只是其

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静脉血标本离体后血糖变化详

细机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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