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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不同离心条件和抗凝剂对凝血功能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采用不同的离心速度和离心

时间%两种不同的抗凝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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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凝血功能检测的最佳离心条件!且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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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临床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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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替代!其余均必须使用枸橼酸钠抗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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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凝血功能检测越来越广

泛地应用于临床,目前#凝血功能已作为常规检测指标应用于

患者手术前准备)抗凝药物剂量的监测)出血性疾病或血栓性

疾病的初步诊断与疗效评估*

"

+

,而伴随着全自动血凝仪的广

泛使用#凝血功能检测变得更快速)简便)准确和可靠的同时#

也使标本前处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中#离心条件对凝血功

能检测质量至关重要*

$

+

,与此同时#由枸橼酸钠抗凝的真空采

血管所造成的标本采集比例不符及血液凝固在临床上尤为常

见#而重新对患者采血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更耽误时间,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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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的血常规检查在临床上更

为常见#同样作为抗凝血#其是否可用于凝血功能检测这一设

想给了作者启发,本研究旨在寻求凝血功能检测的最佳离心

条件#并以枸橼酸钠和
WL%78V

$

两种抗凝血对
0#

例门诊随

机病例进行凝血功能检测对比#以探讨不同抗凝剂对凝血功能

的检查结果是否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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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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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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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门诊就诊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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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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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浆#并于室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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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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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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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使用真空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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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管+(低速离心机$长沙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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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8]WG9?E<+9,

全自动血凝仪$法

国
L+=

1

,9;<+CK<=

1

9

公司生产%(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

凝血活酶时间$

7&%%

%)凝血酶时间$

%%

%)抗凝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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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试剂由日本积水株式会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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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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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收集的血浆标本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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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血凝仪上进行凝血功能的检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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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则采用免疫比浊法,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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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先检测质控品#观察是否在控#然后再进行临床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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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试验数据采用
K&KK"/-#

进行统计处理#

计量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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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同离心条件组之间的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两种抗凝剂的组间比较则采用配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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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枸橼酸钠抗凝血以不同条件离心后#其凝血功

能检测结果分析如下!相同离心速度)不同离心时间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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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离心速度的条件下#凝血功能各项检查结果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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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患者的不同抗凝血进行凝血功能检测#其结果分析如下!

WL%78V

$

抗凝血的
&%

)

7&%%

)

%%

)

7%

&

均高于枸橼酸钠抗

凝血$

N

$

#-#!

%#而两者
[+>

)

L8L

)

[L&

检测结果的差异则无

统计学意义$

N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离心条件凝血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1h'#

*

:_L

&

离心条件
&%

$

;

%

7&%%

$

;

%

%%

$

;

%

7%

&

$

3

%

[+>

$

1

"

2

%

L8L

$

)

1

"

*2

%

[L&

$

)

1

"

*2

%

'###A

"

*+,

离心
"#*+, "$-4/_#-00 '/-/0_.-(/ "!-/0_#-(# "#.-##_.-// $-((_#-0# "-''_#-!/ !-.(_$-$(

"###A

"

*+,

离心
"#*+, "'-!/_#-("

"

!#-/$_!-""

"

"0-4"_#-/0

"

""4-#._/-'!

"

$-''_#-.4

"

"-!0_#-(#

"

!-4!_$-.0

"

$###A

"

*+,

离心
"#*+, "'-.0_#-04

"

.0-4(_.-44

"

"0-'/_#-(/

"

"#4-./_0-.0

"

$-!._#-!'

"

"-./_#-0.

"

!-(4_$-'/

"

'###A

"

*+,

离心
!*+, "'-""_#-04 .'-'0_.-4"

"

"0-#$_#-(' "#0-(#_!-04 $-04_#-!0 "-.$_#-0"

"

!-0$_$-"4

"

!!

注!与
'###A

"

*+,

离心
"#*+,

测定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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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凝血功能是指机体在血管受损时所具有的#由凝血因子按

照一定顺序相继激活而生成凝血酶#最终使纤维蛋白原变成纤

维蛋白#而促使血液凝固的能力,凝血功能检查是判断机体止

血与凝血系统病理变化)术前筛查出凝血性疾病的重要指标#

是目前临床用于诊断与观察血栓形成)抗凝治疗疗效的常用检

测方法#多用于术前了解患者有无凝血功能的异常#有效地防

止在术中及术后出现出血不止等意外情况#从而获得最佳的手

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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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

%%

)

7%

&

)

[+>

)

L8L

)

[L&(

项凝血功能检测

指标是目前临床上判断出血性疾病类型的主要诊断指标,其

中#

&%

主要反映外源性凝血系统的功能#可反映血浆中凝血

酶原及凝血因子
2

)

6

)

1

水平的变化#是监测口服抗凝药物疗

效的首选指标*

!

+

,

7&%%

是内源性凝血因子缺乏最可靠的筛

选试验#可反映血浆中凝血因子
3

)

7

)

8

水平的变化#可以作

为普通肝素治疗的首选监护指标*

0

+

,

%%

主要是对血中循环

抗凝物质的筛查#实际上反映了血浆中
[+>

的含量#可用于溶

栓治疗的监测,

7%

&

作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家族的一员#是

由肝脏产生的凝血系统中最重要的抗凝因子#在体内有着非常

重要的抗凝调节作用*

(

+

,

[+>

则是血浆中含量最高的一种糖

蛋白#作为重要的凝血因子#是参与止血和血栓形成的主要物

质#亦可作为纤溶筛查的指标*

/

+

,

L8L

是纤溶酶作用于交联纤

维蛋白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是诊断活动性纤溶较好的指

标#也可作为溶栓药物的治疗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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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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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纤维蛋白

或纤维蛋白原在纤溶酶的作用下#被分解后所产生的降解产物

的总称#主要反映纤维蛋白溶解系统的功能状况,

在实际进行凝血功能检测的操作过程中#由于急诊或样本

量大等#容易造成许多不规范的操作#从而引起一些系统性的

误差,尤其是在某些分工合作的医院#其检测项目分工很细#

通常每人只需完成某一个步骤#因此#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必须建立统一的操作规范#严格进行室内质量控制,从

表
"

可知#离心条件对凝血功能的检测具有明显的影响#标本

离心条件不同时#检测结果会不一致#因此#合适的离心速度和

离心时间是保证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准确的必要条件,而目前#

国内外基于此点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其结果报道不尽相同,高

长凤*

""

+认为
7&%%

的最适离心速度是
'###A

"

*+,

#

&%

最合

适的离心速度则为
$###A

"

*+,

(朱忠勇*

"$

+则推崇
&%

)

7&%%

)

%%

均在相对离心速度
$###

"

'###A

"

*+,

离心
'#*+,

的情

况下检测,而本研究结果显示#除
&%

)

%%

)

7%

&

)

[+>

检测时

'###A

"

*+,

离心
!*+,

和
"#*+,

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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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各组的凝血功能检查结果均具有显著差异#与
c=<=,8

=>:

等*

"'

+的报道结果一致,这说明了当离心时间过短或离心

速度不够时#血浆便得不到彻底的分离#致使血浆中仍残留有

部分的血小板#未达到凝血功能检测所需要的血小板血浆的水

平#从而激活某些内)外源性凝血因子#导致结果偏差*

".

+

,一

般说来#

7&%%

检测要求贫血小板血浆#以避免血小板活化对

试验造成干扰#

&%

检测的要求则相对低一些#而
%%

等的检测

则并未提及具体的离心要求,综上所述#进行凝血功能检测

时#应以
7&%%

的离心条件为准#即
'###A

"

*+,

离心
"#*+,

应为凝血功能检测的最佳离心条件,在此前提下#严格按照标

准操作规程执行#做好试验的质量控制#进而可提高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而目前临床上由枸橼酸钠抗凝的真空采血管所造成的抗

凝剂与血液标本的比例不符)血液凝固等问题给检验工作带来

了巨大困扰,其可能由临床采血时操作不甚熟练造成#主要的

原因是采血不畅#尤其见于儿科)烧伤和休克等患者,为了确

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做好分析前质量控制#目前常用的处理

措施是通知临床重新采集合格标本送检,但对患者进行重新

采血不仅加剧了患者的痛苦#更耽误了检测的时间#极有可能

造成患者病情的延误,而血常规检测作为临床诊断的基本项

目之一#其使用的
WL%78V

$

抗凝血也最为常见#在枸橼酸钠

抗凝血标本不合格的情况下#其是否可替代用于凝血功能检查

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由表
$

可知#

WL%78V

$

抗凝血所测得

的
&%

)

7&%%

)

%%

和
7%

&

与枸橼酸钠抗凝血检测结果之间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

%#而其
[+>

)

L8L

)

[L&

的差异

则无统计学意义$

N

%

#-#!

%#与方晓琳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不同抗凝剂对凝血功能检测结果的影响#主要是由

其各自的作用机制不同所造成,血液在离体后会迅速发生变

化#其中许多凝血因子变得很不稳定,枸橼酸钠作为钙离子的

快速螯合剂#不仅可与血液中钙离子结合形成可溶性螯合物#

从而有效地阻止血液凝固#并且能够保护
2

因子和
3

因子的活

性#因此
"#4**9?

"

2

的枸橼酸钠被指定为凝血项目的专用抗

凝剂*

"0

+

,

WL%78V

$

则主要与血液中钙离子结合成螯合物以

阻止血液凝固#但对凝血因子的保护性相对较差#因此会导致

&%

)

7&%%

)

%%

延长#

7%

&

活性增高#而对
[+>

)

L8L

)

[L&

的

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

"(

+

,由此可见#临床上测定
&%

)

7&%%

)

%%

和
7%

&

时必须采用
"#4**9?

"

2

枸橼酸钠抗凝#而进行

[+>

)

L8L

和
[L&

检测时#则可用
WL%78V

$

抗凝,

综上所述#影响凝血功能检测结果的因素很多#因此要求

检验人员在检测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予以注意,在明确各影响

因素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检测#本着最大程度为

患者着想的原则#尽量减轻患者痛苦#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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