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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的血样采集管!不同存放时间及不同存放温度对同型半胱氨酸"

_H

:

#测定结果的影

响$方法
!

选取
%-

例健康体检者!分别用普通真空采血管&促凝真空采血管&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

凝真空采血管各抽取两管静脉血!将同一受检者的相同采血管分别分入室温组和冷藏组!编号并于室温放置
"9$G

离心!离心后立即将冷藏组置于冰箱!并检测室温组
_H

:

浓度'同时立刻吸取每例受检者普通真空采血管及肝素锂

抗凝真空采血管血清及血浆
-""

&

)

于
!P)[\

管并置于
-

"

#]

冰箱冷藏保存!为分离组$在离心后
%

&

2

&

=G

测

定室温组及冷藏组
_H

:

浓度!测定完成后选取冷藏组普通真空采血管及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继续在冰箱中放置

为未分离组!并在
-.

&

.#G

测定分离组与未分离组
_H

:

浓度$结果
!

.

种采血管标本的
_H

:

即刻值血清标本高于

血浆标本"

!

$

"9"$

#$同组相同采血管放置
%

&

2

&

=G

与各自即刻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在相同测

定时间比较同种采血管室温组与冷藏组的
_H

:

浓度结果!

=G

测定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不及时分

离血细胞层!普通真空采血管血清和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血浆中
_H

:

浓度在
-

"

#]

下!

.#G

结果与即刻值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不同的血样采集管!不同存放时间及不同存放温度都会影响循环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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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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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

_H

:

%#又称高半胱氨酸+近年来发现#体 内
_H

:

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

*

,老年痴呆和认知障碍,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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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等有联系)

-;.

*

+所以准确测定
_H

:

的浓度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但目前国内外都没有规定使用哪种血样采集管能对

_H

:

准确测定#而且对于标本的存放条件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本试验针对不同血样采集管,不同存放条件对循环酶法
_H

:

测定结果的影响进行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
>

日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标本来源#其中男
!$

例#女
!>

例#清晨空腹

采血+

$9/

!

仪器与试剂
!

_H

:

检测采用循环酶法#使用美国
W6HO;

P3J,g*#""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检测试剂,校准品和质

控品均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普通真空采血管,

促凝真空采血管,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

-

%抗凝真空采血管均由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

公司生产+

$9'

!

方法
!

分别用普通真空采血管,促凝真空采血管,肝素锂

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凝真空采血管各抽取每例体检

者两管静脉血#将同一受检者的相同采血管分别分入室温组和

冷藏组#编号并于室温放置
"9$G

后以
%"""E

"

PIJ

离心
!$

PIJ

(离心后即刻检测室温组
_H

:

浓度#并将冷藏组置于
-

"

#

]

冰箱(同时立刻吸取每例受检者普通真空采血管及肝素锂抗

凝真空采血管血清及血浆
-""

&

)

于
!P)[\

管并置于
-

"

#

]

冰箱冷藏保存#为分离组+在离心后
%

,

2

,

=G

测定室温组及

冷藏组
_H

:

浓度#测定完成后选取冷藏组普通真空采血管及

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继续在冰箱中放置为未分离组#并在

-.

,

.#G

测定分离组与未分离组的
_H

:

浓度+

$91

!

统计学处理
!

用
Y\YY!=9"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数

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的描述用
CTA

表示#多组间数据的比较

采用
M

检验#两组间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

!

$

"9"$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不同采血管,不同温度放置不同时间的
_H

:

浓度测定

结果

/9$9$

!

.

种采血管
_H

:

浓度的比较
!

普通真空采血管分别与

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凝真空采血管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9"$

%#促凝真空采血管分别与肝素锂抗凝

真空采血管,

[,@(;+

-

抗凝真空采血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9"$

%+见表
!

+

表
!

!

.

种不同采血管%不同温度放置不同时间的
_H

:

浓度测定的比较'

CTA

%

&

PAD

+

)

(

采血管 即刻值
%G

室温 冷藏

2G

室温 冷藏

=G

室温 冷藏

普通真空管
!=9-%T!"9$2 !=92-T!"9#$ !=9$#T!"92!

"

!=9#"T!"9$$ !=9>"T!"9>!

""

-!92.T!"9.% -"9-"T!"9$=

""

促凝真空管
-"9.%T!"9># -"9>!T!"9>> -"922T!"92#

"

-!9!>T!"92- -!9!.T!"9#$

""

--9".T!"9>! -!9%#T!"9==

""

肝素锂抗凝管
!#9.!T!"92$ !#92=T!"9$# !#9>.T!"92$

"

!#9==T!"92! !#9=-T!"92"

"

!=9%.T!"92- !=9!%T!"9#"

""

[,@(;+

-

抗凝管
!#9=2T!"9$# !=9%"T!"92# !=9-%T!"9$2

"

!=9$%T!"9>% !=9$!T!"9>#

"

-"9%#T!"9.2 !=9#"T!"9=%

""

!!

注!与使用同一采血管同一测定时间所测得室温组数值比较#

"

!

&

"9"$

#

""

!

$

"9"$

+

/9$9/

!

测定时间对
_H

:

浓度测定的影响$稳定性分析%

!

对
.

种不同采血管
%

,

2

,

=G

测定值与使用同种采血管测定的即刻

值做
M

检验#结果显示$

!

%室温!普通真空采血管,促凝真空采

血管,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凝真空采血管测定

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9"$

%($

-

%冷藏!普通真空采血

管,促凝真空采血管,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凝

真空采血管测定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9"$

%+

.

种不

同采血管不同测定时间的结果与即刻值的比率结果见表
-

#结

果显示
_H

:

浓度呈时间依赖性增加+

/9$9'

!

存放温度对
_H

:

浓度测定的影响
!

采用配对样本
(

检

验#在相同测定时间比较相同采血管室温组和冷藏组
_H

:

测

定结果#结果在
=G

时#普通真空采血管,促凝真空采血管,肝

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凝真空采血管测定结果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9"$

%+

表
-

!

.

种不同采血管%不同温度放置不同时间测定值与

!!!

各自即刻值比率结果'

S

(

采血管
%G

室温 冷藏

2G

室温 冷藏

=G

室温 冷藏

普通真空管
-9" !9# %9" -9. !%9" $9"

促凝真空管
!9. !9! %92 %9. >9# .92

肝素锂抗凝管
!9$ !9> %9- -9# $9! .9"

[,@(;+

-

抗凝管
!9# !9. %9" -9= >9$ .9.

表
%

!

两种采血管离心后血细胞分离与未分离在冷藏条件放置不同时间
_H

:

浓度比较'

CTA

%

&

PAD

+

)

(

组别
普通真空采血管

"G -.G .#G

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G -.G .#G

分离组
!=9-%T!"9$2 !=9-#T!"9$= !=9$#T!"9>"

"

!#9.!T!"92$ !#9$2T!"92" !#922T!"92#

"

未分离组
!=9-%T!"9$2 --9-%T!"9"%

"

->9.>T!"9%=

""

!#9.!T!"92$ -!9#>T!"9$"

"

->9">T=9=#

""

!!

注!与使用同一采血管所测即刻值比较#

"

!

&

"9"$

#

""

!

$

"9"$

+

/9/

!

分离与未分离血细胞层对
_H

:

浓度测定的影响
!

两种

采血管离心后血细胞分离与未分离在冷藏条件下放置不同时

间的
_H

:

浓度测定结果见表
%

#对普通真空采血管未分离组

-.

,

.#G

测定值与即刻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G

测定值与即刻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对肝素

锂抗凝真空采血管未分离组
-.

,

.#G

测定值与即刻值差异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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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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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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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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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

$

"9"$

%#

.#G

测定值与即刻值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

!

$

"9"$

%+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比较相同采血管在同一

测定时间分离组和未分离组的结果#

-.G

时普通真空采血管,

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的分离组和未分离组测定值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

$

"9"$

%+

'

!

讨
!!

论

!!

人体内
_H

:

的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据调查#相

当大比例的人群面临高
_H

:

血症的危险#因此必须要注意

_H

:

浓度测定的准确性)

$

*

+本次试验使用循环酶法测定
_H

:

浓度#

_H

:

测定的参考方法是高效液相色谱法$

_\)*

%#但是

其操作复杂#耗时且费用较高)

2

*

+循环酶法有多种优点#能满

足大批量标本的自动化检测#并且与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测定

_H

:

浓度的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

7\1(

%结果一致)

>

*

+

本次试验通过对
.

种不同的采血管比较#结果显示使用肝

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

[,@(;+

-

抗凝真空采血管与使用普通

真空采血管和促凝真空采血管测定
_H

:

的结果之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即血清标本测定的
_H

:

浓度明显高于血浆标本#

可能与离心前从血液凝固到离心测定需一定时间#血细胞释放

_H

:

到血清中有关)

#

*

#也可能是血液凝固后释放血小板因子到

血清中#对
_H

:

测定产生干扰而导致假性增高+而血浆标本

测定的
_H

:

结果则与临床实际较符合)

=

*

+研究证明#即使是

使用最佳方法制备的血清较血浆而言#其值也稍高)

!"

*

#并且血

清标本中可能有纤维蛋白遗留及分离过程中血液有形成分发

生破坏等缺点#推荐使用血浆标本测定
_H

:

浓度+目前采用

何种标本类型测定
_H

:

浓度争议较大#也有文献证明可以用

血清标本测定
_H

:

浓度+若实验室使用血清测定
_H

:

浓度应

建立参考范围+

_H

:

可从血细胞释放入血清或血浆#室温下健康人体的

_H

:

水平每小时增高
$S

"

!$S

#这种增高与血液
_H

:

原水平

无关)

!!

*

+实验结果显示
.

种采血管在室温或冷藏条件放置#

%

,

2

,

=G

测定值与即刻值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差异越来

越大#

=G

内
_H

:

浓度呈时间依赖性增加+临床工作中应尽快

测定
_H

:

浓度#测定时间越晚#所测
_H

:

浓度可信度就越低+

用相同采血管在
%

,

2G

测定
_H

:

浓度#比较室温组与冷藏组结

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
=G

测定
_H

:

浓度#比较室温组

与冷藏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若标本不能立即测定#需短

时间保存#在
-

"

#]

冰箱中存放比室温条件下存放更稳定#但

不要超过
=G

+

对普通真空采血管和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分离血细胞

后
.#G

测定
_H

:

值与即刻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分离

血细胞
.#G

测定
_H

:

浓度与即刻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
-.G

比较相同采血管分离组和未分离组测定值#结果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因为不分离血细胞#血细胞中的
_H

:

逐渐释放到血清及血浆中)

!-

*

+若某些医疗单位无检测条件需

将标本送至专业检测机构测定
_H

:

浓度#或因某些特殊情况

在
-.G

以后测定
_H

:

浓度#建议分离血细胞层+分离细胞层

后冷藏放置至少可以稳定
.#G

#而不分离细胞层冷藏放置#

-.

G

测定
_H

:

浓度与分离细胞层后测定结果比较#差异较大#

.#

G

测定
_H

:

浓度临床意义已经不明显+

综上所述#不同的血样采集管,不同存放时间及不同存放

温度都会影响
_H

:

的测定结果#在测定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恰

当措施#防止干扰临床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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