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著·

血液标本不同条件下检测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

周拥军（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２１０００６）

　　【摘要】　目的　分析血液标本在室温和冰箱两种放置条件下不同时间段的血细胞检测结果。方法　随机选择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门诊４０份血标本，每份标本稀释２管，第１管２０℃室温放置（２０℃组），第２管

４℃冰箱放置（４℃组），分别在即刻，０．５、１．５、３．０ｈ后用仪器对两组标本进行分析测定，取平均值。结果　随放置

时间的不同，两组各检测值与即刻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血细胞分析２０℃组与４℃组比较中，中

间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红细胞、平均红细胞体积、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

平均血小板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标本放置在室温（２０℃）条件下应在１ｈ内检测完毕，

置于冰箱保存，可适当延长测定时间，但不适宜超过２ｈ，这样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　血液标本；　临床检验；　血细胞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２４．０３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２４３３２２０２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犫犾狅狅犱狊犪犿狆犾犲狊狋犲狊狋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狋狅犫犾狅狅犱犮犲犾犾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犳狉狌犻狋　犣犎犗犝犢狅狀犵犼狌狀（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

犆犾犻狀犻犮犪犾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犖犪狀犼犻狀犵犉犻狉狊狋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犖犪狀犼犻狀犵犕犲犱犻犮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犖犪狀犼犻狀犵２１０００６，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ｅｓｔ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ｔｏ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ｕｉ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４０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ｉ

ｖｉｄｅｉｎｔｏｔｗｏｔｕｂ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ｕｂｅｓｅｔａｔ２０℃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ｅｘｔｔｕｂｅｓｅｔｉ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４℃

ｇｒｏｕｐ），ｔｅｓｔ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ｏｎｃｅ，ｔｈｉｒｔｙｍｉｎｕｔｅ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ｙｍｉｎｕｔｅｌａ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ｈｏｕｒｌ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ａｋ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犚犲

狊狌犾狋狊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ｅｓ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ｓ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犘＜０．０５）．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ａｎｄＭ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ｓａｍ

ｐｌｅｓ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１ｈｏｕ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ｂｕｔｉｓ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ｈｏｕｒ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

　　为了确保患者安全，临床检验工作应该受到更多重视。如

若能够早期诊断及治疗疾病，医学检验技术的贡献必不可

少［１］。在现代各级医院对于临床实验室检验结果要求不断提

高的作用下，临床检验科必须做好实验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

为患者提供准确、科学的检验数据。其中标本的存放时间和存

放方式是分析前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日常工作中面

临的一个实际问题［２３］。本研究收集４０份血标本进行研究分

析，以探讨血标本存放方式和时间与１０项血生化检测的关系，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本院门诊患者４０份血标本，常规方

法采集血标本，两组标本在标本来源、采集时间等方面具有可

比性。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日本ＳｙｓｍｅｘＸＥ２１００血细胞分析仪和配

套进口试剂。

１．３　方法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混匀所采集的４０份血

液标本，每份标本平均稀释２管，第１管２０℃室温放置（２０℃

组），第２管４℃冰箱放置（４℃组），分别在即刻，０．５、１．５、３．０

ｈ后用仪器对两组标本进行分析测定，取平均值。分别观察两

组标本在各个时间段的红细胞（ＲＢＣ）、平均红细胞体积

（ＭＣＶ）、白细胞（ＷＢＣ）、中性粒细胞（Ｇｒａｎ）、中间细胞（Ｍｉｄ）、

淋巴细胞（Ｌｙｍｐｈ）、血小板计数（ＰＬＴ）、平均血小板体积

（ＭＰＶ）测定结果情况，并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数据以狓±狊表示，采取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标本组内比较　标本于２０℃室温放置和４℃冰箱

同等条件放置下，随放置时间的增长，血细胞分析均有所变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不同时间血细胞分析结果比较（狓±狊，狀＝４０）

组别 测定时间
ＲＢＣ

（×１０１２／Ｌ）

ＭＣＶ

（ｆＬ）

ＷＢＣ

（×１０９／Ｌ）

Ｇｅａｎ

（％）

Ｍｉｄ

（％）

Ｌｙｍｐｈ

（％）

ＰＬＴ

（×１０９／Ｌ）

ＭＰＶ

（ｆＬ）

２０℃组 即刻 ４．０７±０．７４ ８３．４９±４．０４ ５．４８±０．４９ ５８．２６±１２．４９ ３．０８±１．２６ ３８．９５±１４．５２ １２２．９５±３４．７３ １０．５６±１．５４

０．５ｈ ４．０６±０．６３ ８５．７８±４．１８ ５．５５±０．９５ ５８．９５±１４．０２ ３．２７±１．５２ ３９．７９±１４．９５ １２１．２６±２７．９８ １０．８４±１．５２

１．５ｈ ４．１３±０．７２ ８８．１８±４．５２ ５．８３±０．９８ ６１．１６±１５．７２ ５．４７±３．２３ ３０．７１±１７．８９ １０６．７９±２０．５８ １４．５８±２．６８

３．０ｈ ４．１８±０．８９ ９３．１５±６．５９ ５．９１±１．５３ ６３．０９±１７．８０ ７．０２±５．６８ ２６．８９±１７．５６ ８６．１３±２１．５２ １７．１２±２．９８

４℃组 即刻 ４．０１±０．３１ ８５．６５±４．５２ ５．５５±０．８２ ５８．２１±１２．３２ ３．０８±１．３５ ４０．１８±１２．３９ １２３．８４±３５．８９ １０．７２±１．２９

０．５ｈ ４．０３±０．４７ ８６．４６±４．６２ ５．６２±０．８７ ５７．８０±１３．０９ ３．１６±１．６９ ３９．４８±１４．１１ １２２．５５±３０．８９ １０．３１±１．４１

１．５ｈ ４．２１±０．５１ ８８．６２±４．６８ ５．７４±１．１９ ６０．７２±１３．７２ ５．３６±３．４８ ３１．５１±１６．９８ １０７．８９±２５．６８ １４．５５±２．６８

３．０ｈ ４．２４±０．６８ ９３．５８±６．９９ ５．９２±１．５９ ６３．８９±１６．９８ ６．１８±４．６９ ２９．１１±１６．８９ ９２．９９±２１．７１ １６．１６±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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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标本组间比较　血细胞分析２０℃组与４℃组比较

中，Ｍｉｄ、Ｌｙｍｐｈ和ＰＬ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ＲＢＣ、ＭＣＶ、ＷＢＣ、Ｇｅａｎ和 ＭＰＶ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　　论

血液标本在临床生化检验中是最常用的人体体液标本，当

人的身体发生疾病时，可以通过血液细胞成分的质量及数量反

映出来。尤其是对于血液中的血细胞形态和数量的改变通过

检验可以有助于诊断或者作为辅助诊断，对患者病情与疗效检

测有重要价值［４５］。因此血液常规检验是临床上最重要和最常

用的检验项目之一，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常规的

血液生化检验从采样到上机检测一般医院检验科耗时较长，这

是否会对生化检验结果有影响，是分析前质量控制中需重点关

注的问题之一［６７］。本研究结果表明，标本分别在同等条件放

置下，随着放置时间的增长，血细胞分析结果均有所变化，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且两组即刻测定值基本相同，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各个时间

点测定值均有所变化，由此表明血标本在离开人体之后，在同

一放置条件下会因放置时间的延长而造成检验值的变化，需引

起检验者重视。同时在组间比较中，Ｍｉｄ、Ｌｙｍｐｈ和ＰＬＴ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由此表明血标本会因放置方式

的不同检验值也会有所变化。变化的原因是：（１）当血液标本

离开人体后，随着标本放置时间的延长，细胞内分子和稀释液

中离子相互交换，导致细胞内渗透压不断升高，引起 ＷＢＣ渗

透压发生变化；（２）ＲＢＣ结构简单，细胞膜和胞内蛋白对温度

变化非常敏感，温度的变化对红细胞具有强烈的影响，加之

ＰＬＴ具有较小的体积且细胞膜也比较薄，很容易受到破坏，放

置时间越长，越易受到破坏［８９］。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标本放置在室温条件下应在１ｈ

内检测完毕，置于冰箱保存，可适当延长测定时间，但不适宜超

过２ｈ，这样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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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检测原理及试条质量有关。其原理是采用粒细胞酯酶

法，此酶为中性粒细胞特有，因此对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等就

会漏检，造成较高的假阴性率（２２．８％），高密度尿、头孢霉素、

庆大霉素等可致假阴性结果。

针对以上分析中出现的差异，作者认为，规范尿沉渣检查

是分析质量的重要的保证：（１）要严格遵循ＣＣＣＬＳ相关要求；

（２）应用ＥＨ２０６０Ｂ分析仪时，若出现仪器检测状态异常、视野

中出现气泡、脂肪滴或大量草酸钙或无定型结晶、图像不能识

别、干化学结果与仪器报告不符等时应考虑复检［７］；（３）建立尿

沉渣检查标准化手册；（４）进行操作时，要严格遵照说明书要

求，做好仪器日常维护，若遇到血尿、脓细胞尿等大量有形成分

时，建议稀释后分析［８］。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ＥＨ２０６０Ｂ分析仪可根据所拍摄图像

对多种有形成分作出定量报告，具有重复性好、速度快、检出率

高等特性，结果报告方式更加符合标准化要求。但在实际工作

中，由于多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有形成分的识别上存在一

定的误判或漏判，需要进一步完善；结合尿干化学法和镜检法

可提高诊断符合率，而显微镜镜检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中仍然

是必不可缺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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