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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湿度和保存时间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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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室温下，加到样品杯内的血清标本在不同湿度和保存时间下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检测加到样品杯内的质控血清在室温２５℃的环境下，湿度分别为３０％、５０％和７０％的条件下，分别保存０、

０．５、１、２ｈ部分生化检测结果的变化。结果　在２５℃湿度３０％的环境下，保存０．５ｈ，除尿酸（ＵＡ）、总蛋白（ＴＰ）、

钠（Ｎａ）、氯（Ｃｌ）和乳酸脱氢酶（ＬＤ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各检验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保存１ｈ后，除ＡＬＰ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检测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保存２ｈ，各检测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２５℃湿度５０％的环境下检测的标本，保存０．５ｈ后，

ＵＡ、ＴＰ、Ｎａ、Ｃｌ和ＬＤ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各检验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保存１

ｈ后，除碱性磷酸酶（ＡＬＰ）和血糖（Ｇｌ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变化（犘＞０．０５）外，其余检测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保存２ｈ，除了Ｇｌｕ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他检测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在２５℃湿度７０％的环境下，除了ＬＤＨ和ＵＡ保存２ｈ检测结果有明显变化（犘＜０．０５）外，其余各检测项目

各时间段与对照组（０ｈ）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样品杯内的血清标本在湿度７０％的环境下，

大部分生化检测结果较为稳定，若能在２ｈ内完成检测，常温条件即可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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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验科生化室日常工作中，经常因为血液标本量少而需

要将血清提取到样品杯中［１］。另外，标准品和质控品往往也需

加入到样品杯中，又常常因为日常工作量大或仪器故障而导致

标本不能及时测定，标本中水分蒸发而浓缩，从而给试验结果

带来误差［２３］。本研究就针对这一情况，在实验室不同温度、湿

度条件下，测定样品杯内血清标本中总蛋白等多个项目的含量

随放置时间的延长而变化来判定标本浓缩情况，用以监测其稳

定时间，从而为实验室工作人员提供指导，采取相应措施尽量

避免这种误差，使检验结果更加准确，满足临床诊治需要。本

文测定分析了保存于温度和湿度下的血清标本的部分生化项

目，本试验针对库尔特贝克曼ＤＸＣ８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配套

样品杯内待测血清温度、湿度以及存储时间对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常温不同湿度下样品杯内的质控血清。

１．２　仪器设备　本文所采用的实验仪器为库尔特贝克曼

ＤＸＣ８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检测试剂为库

尔特贝克曼ＤＸＣ８００公司所生产的相关配套产品，样品杯为江

苏康健医疗设备公司生产的贝克曼仪器专用０．５ｍＬ样品杯，

质控品为伯乐公司的中值液体质控品，批号为４３４２２。

１．３　方法　每天记录实验室内温度、湿度，在室温２５℃、湿度

３０％的条件下开始试验。按说明书要求提前１ｈ融化质控品，

将融化好的质控品加样品杯内，每个样品杯加４００毫升质控血

清，共加４组，每组４支，做好标记，第１组分装后立即上机检

测，其余３组分别在实验室敞口放置０．５、１、２ｈ后上机检测，

记录检测数据，在不同日期相同温度、湿度条件下重复上述试

验，共测５ｄ。在室温２５℃，湿度５０％和７０％的条件下重复进

行上述实验。记录检测数据，计算不同条件下不同时间段所测

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组研究中所得出的所有数据与结果均运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计数资料采用狓±

狊表示，组间差异采用配对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温度２５℃湿度３０％的环境　保存０．５ｈ后，与对照组（０

ｈ）相比较，除尿酸（ＵＡ）、总蛋白（ＴＰ）、钠（Ｎａ）、氯（Ｃｌ）和乳酸

脱氢酶（ＬＤ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各检验

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保存１ｈ后，除碱性磷酸

酶（ＡＬＰ）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检

测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保存２ｈ，各检测项

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温度２５℃湿度５０％的环境　保存０．５ｈ后，与对照组（０

ｈ）相比，除 ＵＡ、ＴＰ、Ｎａ、Ｃｌ和ＬＤＨ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外，其余各检验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保

存１ｈ后，除ＡＬＰ和血糖（Ｇｌ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变化，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检测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保存２ｈ，除了血糖（Ｇｌｕ）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他检测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

０５）。见表２。

２．３　温度２５℃湿度７０％的环境　除了ＬＤＨ和 ＵＡ保存２ｈ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余各检测项目各

时间段与对照组（０ｈ）相比较变化都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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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５℃湿度３０％条件下不同时间的检验结果（狓±狊，狀＝５０）

组别 ０ｈ ０．５ｈ １ｈ ２ｈ

ＴＰ（ｇ／Ｌ） ５４．８０±０．９０ ５５．７０±０．８０ ５７．００±０．９８ ５９．５０±０．９６

ＡＬＢ（ｇ／Ｌ） ３７．７０±０．６０ ３８．１０±０．５６ ３８．６０±０．７３ ４０．４０±０．６４

ＡｌＰ（Ｕ／Ｌ） １２７．００±８．００ １２７．００±９．６１ １２８．６０±８．１１ １３６．５０±７．００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６．８７±０．１１ ６．９１±０．１０ ７．００±０．１３ ７．２８±０．１４

ＵＡ（ｕｍｏｌ／Ｌ） ３５８．３０±４．１０ ３６９．７０±４．３１ ３７４．７０±４．２０ ３９０．２０±３．８４

ＣＨＯ（ｍｍｏｌ／Ｌ） ４．６９±０．１１ ４．７０±０．１２ ４．８３±０．１０ ４．９８±０．１０

Ｎａ（ｍｍｏｌ／Ｌ） １４２．１０±１．７０ １４３．６０±１．４０ １４５．８０±１．５５ １５１．６０±１．５０

Ｃｌ（ｍｍｏｌ／Ｌ） ９５．２０±１．７０ ９５．９０±１．６５ ９７．７０±１．６０ １０２．４０±１．５０

ＬＤＨ（Ｕ／Ｌ） １６４．００±３．００ １６７．２０±３．３０ １６２．００±３．１０ １８０．４０±２．９０

ＣＫ（Ｕ／Ｌ） ２７７．００±３．００ ２７８．００±３．１０ ３０８．１０±３．２０ ３１２．５０±２．９０

　　注：与０ｈ检验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表２　２５℃湿度５０％条件下不同时间的检验结果（狓±狊，狀＝５０）

组别 ０ｈ ０．５ｈ １ｈ ２ｈ

ＴＰ（ｇ／Ｌ） ５５．７０±０．８０ ５６．４０±０．７０ ５６．９０±０．７７ ５８．７０±０．６０

ＡＬＢ（ｇ／Ｌ） ３８．００±０．８０ ３８．２０±０．９０ ３９．００±０．９０ ３９．５０±０．７０

ＡｌＰ（Ｕ／Ｌ） １２４．００±３．００ １２５．２０±２．６０ １２５．６０±２．９０ １２９．１０±２．８０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６．９４±０．１５ ６．９０±０．１６ ６．９８±０．１８ ７．０２±０．１７

ＵＡ（ｕｍｏｌ／Ｌ） ３６１．４０±３．９０ ３６６．３０±４．１０ ３６８．６０±３．９０ ３９３．４０±３．５０

ＣＨＯ（ｍｍｏｌ／Ｌ） ４．６１±０．０８ ４．６７±０．０９ ４．７６±０．０７ ４．８４±０．０８

Ｎａ（ｍｍｏｌ／Ｌ） １４２．３０±１．１０ １４３．９０±１．３０ １４５．１０±１．１０ １４９．９０±１．２０

Ｃｌ（ｍｍｏｌ／Ｌ） ９５．５０±０．５０ ９６．５０±０．６０ ９７．６０±０．５０ １０１．２０±０．５５

ＬＤＨ（Ｕ／Ｌ） １６４．００±２．００ １７５．２０±２．３０ １７４．６０±１．６０ １７２．３０±２．８０

ＣＫ（Ｕ／Ｌ） ２８８．００±５．００ ２９２．５０±４．５０ ２９５．００±４．６０ ２９９．００±４．４０

　　注：与０ｈ检验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表３　２５℃湿度７０％条件下不同时间的检验结果（狓±狊，狀＝５０）

组别 ０ｈ ０．５ｈ １ｈ ２ｈ

ＴＰ（ｇ／Ｌ） ５５．００±０．６０ ５５．４０±０．６０ ５５．５０±０．７０ ５５．６０±０．７０

ＡＬＢ（ｇ／Ｌ） ３７．６０±０．８０ ３７．９０±０．９０ ３８．１０±０．７０ ３８．２０±０．７０

ＡｌＰ（Ｕ／Ｌ） １２６．００±４．００ １２６．００±３．６０ １２４．３０±４．１０ １２４．６０±３．７０

Ｇｌｕ（ｕｍｏｌ／Ｌ） ６．８７±０．１３ ６．８７±０．１２ ６．８５±０．１５ ６．８０±０．１５

ＵＡ（ｕｍｏｌ／Ｌ） ３５９．２０±３．６０ ３５８．３０±３．９０ ３６０．４０±３．８０ ３６３．００±３．８０

ＣＨＯ（ｍｍｏｌ／Ｌ） ４．６０±０．１０ ４．６３±０．１３ ４．６５±０．１２ ４．６８±０．１２

Ｎａ（ｍｍｏｌ／Ｌ） １４２．００±１．６０ １４２．２０±１．９０ １４３．１０±１．５０ １４３．８０±１．９０

Ｃｌ（ｍｍｏｌ／Ｌ） ９５．３０±１．２０ ９５．５０±１．３０ ９５．８０±１．１０ ９５．９０±１．３０

ＬＤＨ（Ｕ／Ｌ） １６３．００±３．００ １６３．３０±３．２０ １６７．００±３．４０ １７３．３０±２．８０

ＣＫ（Ｕ／Ｌ） ２８６．００±３．００ ２８６．７０±３．５０ ２８７．６０±２．７０ ２８８．００±２．６０

　　注：与０ｈ检验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临床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和精确性，对于临床整体诊断和治

疗结果将产生直接影响，临床诊断的精确性越来越取决于临床

检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４５］。临床实验室每天提供的检验信息

结果将关系到对患者的准确诊断和治疗以及患者病情的转归

和健康状况评估等［６］。这就对检验科室的检验工作的操作过

程及结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血液标本在离开人体后，仍

在不断发生各种反应，因而考察室温下不同湿度保存的标本的

质量是否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对于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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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试验中，笔者测定和分析了在２５℃的环境下保存于

不同湿度下样品杯内质控血清的部分生化项目，根据保存时间

的延长检测结果的变化，探寻贮存条件对血清的检测可能造成

的影响，从而为实验室针对相应条件的标本保存时间进行指导

及对结果准确性评估。研究的结果显示，于２５℃湿度７０％条

件下保存的样品杯内的标本，与对照组相比除了ＬＤＨ和 ＵＡ

外，其余项目各个时间段均未发生明显改变；于２５ ℃湿度

５０％环境下和２５℃湿度３０％环境下，保存２ｈ后，除了Ｇｌｕ的

检测结果变化不明显外，其他检测项目均有明显改变，尤其是

ＬＤＨ和ＵＡ。据此分析原因，在室温２５℃湿度７０％条件下保

存１ｈ，检验项目的结果比较稳定；保存２ｈ，大部分检测项目的

结果是稳定的。但在２５℃湿度３０％条件下保存不稳定，与对

照组比较，其值在２ｈ后结果变化显著，０．５ｈ大部分结果相对

稳定。通常情况下临床试验室的批量标本均为常温下分析和

处理，这表明以上几项检验项目在湿度比较小的情况下，要尽

可能早的完成检测，越快越好；实验室的湿度７０％左右，结果

比３０％和５０％湿度的结果相对稳定。可能是提示水分蒸发是

重要干扰因素［８９］。因此，提示包括血清测定在内的成套生化

检查，应做到采血后迅速送检，迅速分离血清，及时上机检

测［１０］。从本试验结果可知，血液分离血清后应尽量在２ｈ内

湿度７０％左右上机检测，结果影响比较小。如过实验室不能

满足湿度７０％的环境，要尽可快上机检测，保存时间比较长的

话，最好加盖保存，影响会比较小。否则，即使先进仪器与方

法，也难以避免标本处置不当而引入的误差及错误。总之，标

本的存放时间和温湿度是非常重要的［１１］，实验室常温的环境

下，尽量保证实验室的湿度在７０％左右，而且血液离心后，生

化标本要尽早上机检测，尽量在２ｈ之内完成。若需要复查，

最好重新抽血。原则上生化标本应尽早测定，将影响因素减到

最低。如不能满足此条件，要加盖保存标本或低温保存，防止

水分蒸发。

综上所述，样品杯内的血清标本在湿度７０％的环境下，大

部分生化检测结果较为稳定，若能在２ｈ内完成检测，常温条

件即可满足要求。这样才能确保保存后的标本结果具有真实

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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