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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样本杯存放血清对生化测定的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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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聚苯乙烯样本杯存放血清对常规生化项目测定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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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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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鲜患者血清!

加入聚苯乙烯样本杯中存放!分别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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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D

%

KQ

%

QD

%l在
(&'H

内结果

统计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X=<

%

e=>D

%

KQ

在
$&'H

后统计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但均

数分别增加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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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均数上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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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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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苯乙烯样本杯存放血清!常规生化项目应在
$&'H

内测定为宜!否则将影响结果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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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质量控制分为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质量控

制#随着检验仪器不断更新及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分析中误差

逐渐减少#分析前误差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做好分析前质

量控制显得格外重要+目前#生化分析仪已广泛应用到临床生

化检验领域#常规做法是分离血清$或血浆&后将血清吸到聚苯

乙烯"塑料样本杯里再上机测定+但塑料杯存放血清随着时间

延长对测定结果有一定影响#现以
4

种临床常见生化检验项

目!总蛋白$

X=<

&,尿素$

e=>D

&,葡萄糖$

#NL

&,总胆固醇$

KQ

&,

钙$

QD

%l

&,乳酸脱氢酶$

/2,

&分别作为肝功能,肾功能,血糖,

血脂,无机离子,酶类的代表进行分析#评价聚苯乙烯样本杯存

放血清对生化测定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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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测定仪器为
,!K.Q,!

$日立&

8$)(

型自动

生化分析仪+各分析项目均采用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推荐方

法进行测定#

X=<

采用双缩脲比色法%

e=>D

采用脲酶耦联速率

法%

#NL

采用己糖激酶法%

KQ

采用胆固醇氧化酶法$

Q,_29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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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

%l采用偶氮砷
$

法%

/2,

采用速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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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准血清采用
+.Z2_j

复合校准血清#货号
Q./%:'(

#批号

44:eZ

+各项目均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设置化学参数并校准+

测定试剂及一次性真空采血管$添加促凝剂&由安徽信灵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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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
!

采用
+.Z2_j

人基质复合质控血清#货号

,Z$':(

#批号
')%eZ

#每组测定均同批测定质控#结果均未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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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收集及处理
!

样本均来自本院门诊患者#抽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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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静脉血#收集至真空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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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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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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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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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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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新鲜血清#

外观无溶血,黄疸,脂浊#分别吸
$&'O/

血清加入日立生化分

析仪配套聚苯乙烯样本杯内#立即上机测定作为对照并开始计

时+存放血清的样本杯在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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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分别上机测定#记录实验结果+另取
$

份血清用玻璃试管加塞

保存后测定
#NL

作为仪器精密度与漂移监控#每批重复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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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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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1X11$$&'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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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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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验水准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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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试管存放血清加塞保存后随时间延长重复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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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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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样本杯存放血清各实

验项目随时间变化测定结果见表
$

#均数变化百分比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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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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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样本杯存放血清随时间延长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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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测定组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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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样本杯存放血清随时间延长

!!

测定结果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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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
X=< e=>D #NL 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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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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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 6&8 U$:&6 $$&$ U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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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从结果可见#玻璃试管加塞保存血清测定
#NL

结果
)H

后

只下降了
$&47

$

'&88

"

'&)4

&#仪器漂移所致影响基本可以忽

略不计#每组测定室内质控均在控#说明仪器在分析过程中精

密度良好#测定数据可靠+聚苯乙烯样本杯保存的血清放置在

室温#生化
4

个项目测定结果随时间延长呈现不同变化#

#NL

,

QD

%l呈下降趋势#

X=<

,

e=>D

,

KQ

,

/2,

呈上升趋势#时间越长#

变化幅度越大#其中
X=<

,

e=>D

变化趋势与文献报道相符)

:

*

+

X=<

,

e=>D

,

#NL

,

KQ

,

QD

%l在
(&'H

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但均数只上升了

(&)7

#表明
4

项目于
(&'H

内测定效果较理想+

$&'H

后
#NL

,

QD

%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X=<

,

e=>D

,

KQ

,

/2,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从均数变化看#

e=>D

变化最

大#但仅增加
:&87

+综上分析#在
$&'H

内上机测定#结果在

临床可接受范围内+

X=<

,

e=>D

,

KQ

在
%&'H

后均数变化均超

过
'7

+

#NL

各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
%&'H

后

均数下降
4&:7

+有文献)

*

*报道血标本室温放置#

#NL

从
%H

开始降低+本实验显示
#NL

随时间推移结果呈分离趋势#

%&'

H

有
*

例结果突然降低#

*H

有
*

例降到
$&(

以下#

4H

有
'

例

降到
(&('

以下#

)H

有
4

例降到
(&('

以下#分别占抽样例数的

%(7

,

%(7

,

%'7

,

:(7

#导致统计数据中#从
*H

起测定结果陡

降#而标准差陡增#结果离散程度大#详情有待进一步分析+

QD

%l于
*H

后才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工作实践中有时受分析仪测试速度的限制而影响及时上

机的情况比较常见#此时应该估计分析时间在
$&'H

以内才将

血清吸到塑料样本杯里上机#或者吸出血清至玻璃试管中加塞

保存#大多数项目可稳定
4

!

)H

+有学者认为血清应加塞放置

%

!

*V

冰箱保存#但作者认为冰箱保存也并非值得推崇#因为

部分生化项目#特别是酶类#如
/2,

有.冷变性/特征)

'

*

#冰箱

保存会使测定结果偏低+另外#无论哪种保存条件#都会使生

物酶活性不同程度降低#不能简单认为降温,加盖就能较好地

保存血清样本#关键是提高分析速度和缩短样本存放时间+

塑料样本杯大多采用聚苯乙烯材料制成#聚苯乙烯合成树

脂有渗透性,化学裂解性,吸附性)

4

*

#塑料管$杯&与血清样本产

生静电)

8

*

#合成树脂惰性程度较低#这些物理,化学等诸多因素

均可能使测定结果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结果变化与水分蒸

发而使血清浓缩有关#但如果只与水分蒸发有关#那么各项目

结果均应升高且升高比例保持一致#但本实验显示
*H

后
QD

%l

测定均数下降
4&$7

,

X=<

上升
$$&47

#而
#NL

呈分离趋势#总

体测定结果偏低)

)

*

#因而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分析原因

可能与血清静置一段时间后各种成分重新分布有关#具体影响

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

* 杨振华
&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

C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

!

4$94'&

)

%

* 王先鸣#司玉春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试样本的质量保证

)

W

*

&

陕西医学检验杂志#

$666

#

$*

$

:

&!

*%9*:&

)

:

* 张立平
&

生化分析仪样品盘上标本放置时间对结果的影

响)

W

*

&

临床检验杂志#

$66'

#

$:

$

'

&!

%':&

)

*

* 陈中平
&

血标本放置时间与方式对
$(

项血生化检测的影

响)

W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

:

$

6

&!

**:9***&

)

'

* 张秀明#李健斋#魏明竟#等
&

现代临床生化检验学)

C

*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

!

$'%9$')&

)

4

*

QLEE<;;>DLj

#

-<N<;9/D=

"

>=C

#

-<LNA>L+&.5E<=

M

?A<;<@

C

I

0<

M

H>;<NA0D0A5D;5A?E

M

H>;<NA0

"

NL0L=<;A5>?<

"

NDEE

#

M

<N

I

E?

I

=>;>

#

D;5

M

<N

IM

=<

MI

N>;>0<;?DA;>=E

)

W

*

&QNA;QH>O

#

%((4

#

'%

$

'

&!

6(*96(4&

)

8

* 王超英#湛玉良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质量控制)

W

*

&

中

日友好医院学报#

%(((

#

$*

$

*

&!

%((&

)

)

* 庞翔娟#孙霞#张丽霞
&

血液标本放置时间对血糖检测结

果的影响)

W

*

&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49$'8&

$收稿日期!

%($$9(69(8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DPC>5QNA;

!

CD=0H%($%

!

Y<N&6

!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