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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生化分析仪与血气分析仪外周血电解质检测结果比较

恽志华（江苏常州武进人民医院检验科　２１３１６２）

　　【摘要】　目的　探讨干式生化分析仪与血气分析仪外周血电解质检测结果的差异。方法　采用西门子公司

ＲＰ４０５型血气分析仪和强生公司Ｖ３５０型干式生化分析仪，同时对５０例患者进行外周动脉血全血标本和外周静脉

血血清标本钾、钠、氯检测。采用统计学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方法检测结果的差异及相关性。结果　血气分析仪

动脉血全血标本钾离子检测结果与干式生化分析仪静脉血血清标本钾离子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钠、氯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以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为自变量（犡），以血气分析

仪检测结果为应变量（犢），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外周血钾、钠、氯检测结果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犢＝

０．８５犡＋１．１８、犢＝０．９１犡＋１０．６、犢＝０．７３犡＋３０．０。结论　血气分析仪可以替干式生化分析仪用于外周血钾、钠、

氯浓度检测，但必须采用相应的公式对检测结果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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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如需接受血气分析检查和生化指标检

测，需要同时采集外周动脉血和静脉血标本。然而，多数血气

分析仪已可用于电解质的检测。因此，为了避免多次血管穿刺

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和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同时也为了充

分利用医疗资源，降低医疗成本，有必要对血气分析仪和生化

分析仪检测外周血电解质浓度的结果进行比较和相关性分析，

验证不同方法学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本研究参照《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３版）》的要求
［１］，同时采用血气分析

仪和干式生化分析仪，对临床患者进行动脉血全血标本和静脉

血血清标本钾、钠、氯浓度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学分

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５日于本院住院治疗，

并同时接受血气分析检测和外周血电解质检测的患者５０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德国西门子公司ＲＰ４０５型血气分析仪及

配套检测试剂、质控品。美国强生公司Ｖ３５０型干式生化分析

仪及配套检测试剂、质控品。

１．３　方法　采用真空采血管采集患者静脉血，同时采用血气

分析专用注射器（含抗凝剂肝素钠２ｍＬ）采集患者动脉血。静

脉血及动脉血采集量符合采血管或专用注射器的要求。静脉

血常规方法分离血清标本后，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强生公司

Ｖ３５０型干式生化分析仪和配套试剂进行钾、钠、氯检测。动脉

血标本采集后迅速送检，在规定时间内采用西门子公司ＲＰ４０５

型血气分析仪进行钾、钠、氯检测。每例标本检测前均观察标

本外观，若发现存在溶血或其他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重新采

集合格标本后再进行检测［２］。临床标本检测前，先进行质控品

检测；确保质控品检测结果在控制范围内后，再检测临床标本。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狋检验；不

同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以α＝

０．０５为检验水准，犘＜０．０５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气分析仪与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　ＲＰ４０５型血气

分析仪与Ｖ３５０型干式生化分析仪对外周动脉血全血及静脉

血血清标本钾、钠、氯检测结果见表１。干式生化分析仪血钾

检测结果高于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犘＜０．０５），钠、氯检测结

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　血气分析仪与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　以

Ｖ３５０型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为自变量（犡），以ＲＰ４０５型

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为应变量（Ｙ），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二者外周血钾、钠、氯检测结果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犢＝

０．８５犡＋１．１８、犢＝０．９１犡＋１０．６、犢＝０．７３犡＋３０．０。Ｖ３５０型

干式生化分析仪和ＲＰ４０５型血气分析仪外周血钾、钠、氯检测

结果直线相关分析拟合直线图见图１～３。

表１　血气分析仪与干式生化分析仪３种电解质

　　　检测结果（ｍｍｏｌ／Ｌ，狓±狊）

项目 狀 干式生化析仪 血气分析仪

钾 ５０ ４．０４±０．５５ ３．４３±０．５１

钠 ５０ １４４．１０±９．２０ １３９．７０±７．４０

氯 ５０ １０５．３０±１０．４０ ９８．４０±９．９０

图１　干式生化分析仪和血气分析仪血钾

检测结果拟合直线图

图２　干式生化分析仪和血气分析仪血钠

检测结果拟合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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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干式生化分析仪和血气分析仪血钠

检测结果拟合直线图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血气分析仪和干式生化分析仪分别

对外周动脉血全血标本和外周静脉血血清标本进行钾浓度检

测，检测结果差异较大，全血标本检测结果明显小于血清标本

检测结果（犘＜０．０５）。考虑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１）血气分

析仪检测动脉血全血标本，需采用肝素钠作为抗凝剂，而肝素

有可能与钾结合，形成肝素钾，导致动脉血全血标本钾检测结

果降低；（２）红细胞内的钾离子浓度是血浆钾离子浓度的２０多

倍，分离用于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的血清标本，需对外周静脉

血进行离心处理，有可能导致红细胞被破坏，红细胞内的钾离

子大量进入血清标本中。而血气分析仪采用全血标本，无需进

行离心等处理，红细胞被破坏的可能性较小，进而导致静脉血

血清标本钾检测结果明显高于动脉血全血标本检测结果；（３）

从外周静脉血中分离血清标本时，需要待血液标本完全凝固后

方能进行离心处理，而红细胞在凝固过程中，有可能向血清析

出一定量的钾离子，从而导致外周血静脉血血清标本钾检测结

果高于动脉血全血标本检测结果［３８］。

就钠、氯检测结果而言，血气分析仪检测外周动脉血全血标

本和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外周静脉血血清标本，两种方法检测

结果偏差较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可能是由于

钠、氯是人体内最主要的阳离子和阴离子，二者在外周血中的浓

度较高，外界干扰因素对二者不同方法学检测结果的影响不大，

从而使血气分析仪和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较为接近［９］。

此外，本研究采用直线相关分析的方法对血气分析仪和干

式生化分析仪外周血钾、钠、氯检测结果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

到了相应的回归方程。若以回归方程作为校正公式对两种方

法检测结果进行校正，可以得到更为接近的检测结果。

综上所述，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标本采集、处理和

检测，在仪器检测性能良好的条件下，采用西门子ＲＰ４０５型血

气分析仪对外周动脉血全血标本进行钾、钠、氯检测，其结果经

过校正后，可以替代采用干式生化分析仪对外周静脉血血清标

本进行检测方法。从而既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同时也有

利于避免多次血管穿刺和检测，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也降低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最为重要的是，采用血气分析仪进行外周血钾、

钠、氯检测，无需对全血标本进行离心处理，检测耗时较干式生

化分析仪明显缩短，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提供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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