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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是临床医生诊断疾病、观察疗效、判断病情发展

和预后的必要工具，随着医学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各

种精密仪器的使用，要求临床检验工作人员不断学习新技术，

控制和分析有关的各个环节，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可靠。实验

室质量控制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３个阶段，每个阶段

都会直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而分析前的质量管理工作

潜在因素最多，是最薄弱、最难控制的环节。

１　临床检验分析前的影响因素

１．１　一般因素　（１）生理因素：生理因素可影响检测结果。如

无机磷餐后显著升高；血清铁早上空腹呈高值，夜间呈低值，女

性高于男性；女性月经周期的３个不同时期，雌二醇、促卵泡

素、黄体生成素的参考值范围也不同；妊娠时胎盘生成碱性磷

酸酶（ＡＬＰ）、甲胎蛋白（ＡＦＰ）、急性时相反应蛋白（ＡＰＲＰ）等，

使相应的检查结果升高。（２）年龄因素：年龄对检验结果的影

响可以用不同的参考范围来区别。新生儿磷酸肌酸（ＣＫ）、乳

酸脱氢酶（ＬＤＨ）常为成人２～３倍，新生儿出生后红细胞被大

量破坏，间接胆红素增加，正常生长期儿童由于骨骼生长使成

骨母细胞分泌ＡＬＰ增加；研究表明，５３～８７岁的健康人抗利

尿激素水平比２１～５１岁的健康人明显增高。（３）运动因素：剧

烈运动可引起血清中多种酶升高，升高的酶多为肌肉中含量丰

富的ＣＫ、ＬＤＨ、ＡＳＴ醛缩酶（ＡＬＤ）和 ＡＬＴ等。（４）生活方式

及饮食：生活方式和饮食影响一些分析物的检测结果。高蛋白

或高嘌呤饮食导致尿酸（ＵＡ）、尿素氮（ＢＵＮ）水平升高；高脂

饮食可使心肌酶谱、肝酶谱假性升高，误导诊断；酗酒者常引起

谷氨酰转移酶（ＧＧＴ）升高；空腹时间过长（＞１６ｈ）可使尿微量

蛋白（ＡＬＢ）、转铁蛋白（ＴＲＦ）、葡萄糖（Ｇｌｕ）、补体Ｃ３ 含量下

降；咖啡因可使血糖、儿茶酚胺等升高；吸烟可使血液一氧化碳

血红蛋白含量升高。

１．２　标本采集　（１）采集时间：同一患者在不同时间所采集标

本的检验结果会有明显差异。进食后不同的时间内，血液中某

些化学成分有较大波动，如糖类、脂类、蛋白质类及氨基酸等，

而饮水有可能使血液暂时性稀释。（２）采血体位：采血体位对

蛋白质和有关物质及高分子量物质的浓度有一定影响，由卧位

变为立位时，水分由血管移至组织间隙，造成不能通过的血管

大分子物质升高，如立位采血时ＴＰ、ＡＬＢ、ＡＬＰ、ＡＬＴ高于卧

位。（３）采集部位：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会出现患者短时间结果

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其原因除患者病情急剧变化和静脉补充液

体的影响外，血标本的采集部位也是重要因素。在输液患者同

侧采血可使尿素、肌酐、氯化物、蛋白质等明显降低。（４）采集

标本操作：采集标本时操作时不规范常引起检验指标异常。溶

血是临床生化检验中最常见的干扰和影响因素，采血器具或容

器不干净、抽血时使用的针头过小、抽血用力过大、较长时间使

用止血带等都可导致溶血的发生。

１．３　标本的运送和贮存　标本采集后应立即送检，因为标本

放置时间过长会使葡萄糖、碳酸氢根等测定结果下降，部分酶

活性下降。除非测定与凝血或纤溶有关的酶，一般都采用血浆

而不采用血清作为测定标本。大多数抗凝剂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酶活性。在必要时，可考虑使用肝素为抗凝剂，在常用抗

凝剂中其对酶影响最小。

２　质量控制措施

２．１　加强与临床医护沟通，合理选择检验项目是使检验结果

发挥临床作用的前提，要求医生根据患者病史认真、完整填写

检验申请单，申请单中应包括完整的信息；告知临床护理标本

采集时的注意事项及正确采集方法，及时送检，保证标本送检

过程中的安全性。

２．２　告知患者标本采集前的注意事项，让患者在采集标本前

做好准备工作，尽量避免影响检验结果的因素，提高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

２．３　完善分析前质量控制体系，提高样本合格率，保证检验质

量。从标本的送检、标本的接收都应有详尽的工作记录，包括

标本日期、时间记录和标本送检、接收负责人。临床检验分析

前的质量控制应根据本院实际情况，从医生开出检验申请单、

患者准备、标本采集、运送和处理等，建立适合的分析前质量控

制措施，降低分析前标本不合格率到最低水平。这就要求患

者、医护人员和检验人员共同配合，不断总结经验，加强交流和

沟通，使检验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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