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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规定，患者投诉院方时，院方必须举证血液标本

作为临床实验室报告结果的准确与否，血标本的

保存越来越受到院方的重视[1]．血标本能否或怎样

长期稳定保存，是目前急需搞清的一个重要问

题．我们旨在通过了解血液标本置于 2 ℃～8℃

冰箱中保存后，血清中各化学物质的含量能够稳

定的时间期限，从而为检验科提供保存标本的可

靠参数，以利于检验科提高检验质量和出现疑

问时查对．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深圳越华电解质分析仪，K、Na、Cl配套试

剂盒，日立 -7170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TP、

CK、ALB、GLU北京中生试剂盒，BUN、CHOL、

TG、ALT、AST上海科华试剂盒，TB日本和光试

剂盒，Cr上海申能试剂盒．

1.2 标本来源及测定

随机留取 20例患者早晨空腹静脉血标本（无

溶血、黄疸、脂血），离心分离血清后以原试管上

机进行 14 项生化指标 [钾离子 （K＋）、钠离子

（Na＋）、氯离子（Cl－）、总蛋白（TP）、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总胆红素（TB）、肌酸激酶（CK）、总胆

固醇 （CHOL）、白蛋白 （ALB）、血糖 （GLU）、

尿素氮（BUN）、肌肝（Cr）、甘油三脂（TG）检

测，将检测后的剩余全血标本以原试管加盖置于

2 ℃～8℃冰箱中保存（钾、钠、氯分离血清保

存），并于每日同一时间段内，在室内质控在控的

情况下重复检测上述各项生化指标，连续测定

6 d．

1.3 测定方法

①直接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 K、Na、Cl；②

矾酸氧化法测定 TB；③ N－乙酰半胱氨酸法测定

CK；④胆固醇氧化酶法测定 CHOL；⑤溴甲酚绿

法测定 ALB；⑥己糖激酶法测定 GLU；⑦紫外－

谷氨酸脱氢酶法测定 BUN；⑧过氧化物酶法测定

Cr；⑨甘油磷酸氧化酶法测定 TG；⑩双缩脲法测

定 TP 和紫外速率法 TSCC 转换方法测定 ALT、

AST．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0.0统计软件对各组血清的测定结

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果显示，血清标本在 2 ℃～8℃冰箱中保

存后自血糖结果每天逐渐下降，与第 1天相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0.05）；其余项目保存

后检测结果虽有变化但无统计学意义．血标本采

集后不同放置时间的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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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例血标本放置不同时间的生化统计结果（x±s）

血标本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第 4天 第 5天 第 6天

K（mmol/L） 4.62±0.55 4.67±0.55 4.66±0.56 4.66±0.57 4.67±0.57 4.65±0.55

Na（mmol/L） 139.16±1.71 139.41±1.55 139.91±1.55 140.35±1.54 139.95±1.57 139.28±1.63

Cl（mmol/L） 97.47±2.23 98.66±2.28 97.86±2.39 96.47±2.82 97.05±2.23 97.21±2.49

TP（g/L） 71.38±3.23 72.54±3.14 72.66±3.16 73.17±3.03 73.82±2.90 3.87±3.24

ALT（Iv/L） 23.2±7.85 23.25±7.60 25.15±7.36 22.3±8.01 21.75±6.58 20.8±7.35

AST（Iv/L） 23.95±5.99 25.7±5.75 26.5±6.56 25.7±5.78 26.8±5.79 26.4±5.88

TB（滋mmol/L） 13.76±7.60 13.36±7.39 12.91±7.10 11.17±6.24 11.39±6.09 11.30±5.95

CK（v/L） 160.95±68.73 166.15±71.76 168.2±72.79 166.95±71.57 166.00±70.38 166.45±71.71

CHOL(mmol/L) 4.41±0.79 4.46±0.78 4.47±0.79 4.80±1.43 4.57±0.82 4.56±0.81

ALB（g/L） 47.59±1.92 48.08±2.18 48.08±2.25 48.22±2.10 49.16±2.34 49.41±2.36

GLU(mmol/L) 4.81±0.31 4.57±0.34＊ 4.05±0.30＊ 3.69±0.31＊ 3.30±0.34＊ 3.10±0.32＊

BUN(mmol/L) 5.58±1.33 5.60±1.27 5.73±1.23 5.68±1.30 5.43±1.12 5.74±1.32

Cr（滋mmol/L） 76.1±13.2 76.2±12.5 75.2±12.9 74.6±13.3 76.8±12.2 77.0±13.1

TG(mmol/L) 1.08±0.64 1.08±0.64 1.09±0.64 1.11±0.65 1.11±0.66 1.12±0.66

与第 1天组比较，＊ < 0.05.

3 讨论

血糖是细胞进行正常代谢及器官维持正常机

能的必要条件，体内葡萄糖主要来源于食物中的

淀粉及糖类经消化酶分解为单糖，由小肠吸收，

经门静脉循环到达肝脏，大部分变为肝糖原存储

于肝脏内起糖原生作用，维持血糖衡定，临床上

测定血糖主要是了解人体内神经激素的调节是否

相对平衡，因此，准确的检测结果尤为重要[2]．

一般认为，血液离体以后，由于糖酵解供给

红细胞能量，细菌污染分解葡萄糖，加之白细胞

降解酶的作用，使血糖浓度逐渐降低，而分离后

的血清阻断了细菌、红细胞和白细胞对于血糖的

酵解，可使血糖保持不变[3]．结果显示：血糖于第

2天开始就有统计学意义，因其未分离血清保存

其检测结果下降明显的原因，是因为葡萄糖的酵

解作用以及细胞对葡萄糖的消耗能量所致，为了

使标本保存良好可采取患者血清分离保存或把标

本置于低温环境中冰冻保存[4]．

钾离子主要存在于红细胞内，钠主要分布于

细胞外液，氯在细胞内外均有分布．标本 2～8℃

分离血清冰箱中保存后，钾、钠、氯虽有变化但

无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电解质标本的保存，

如不分离血清，细胞破坏后钾离子会大量释放入

血清中，导致血清钾离子浓度增高；如不加盖保

存，由于血清水分蒸发会导致钠和氯离子浓度

增高．

尿素氮是血浆蛋白质以外的含氮化合物之一，

是体内氨基酸分解代谢的最终产物，测定尿素氮

可作为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尤其能反应肾小球滤

过功能．肌肝是肌酸代谢的终产物，肌酸主要存

在于肌肉中，测量肌肝主要用于评价肾功能．试

验结果显示:标本保存 1周尿素氮、肌肝检测结果

无统计学意义．

TB 由于随时间的延长见光易发生降解及活

力的不稳定使结果降低[5]．CK及其同工酶和亚型

是目前临床上测定次数最多的酶之一，主要用于

心肌、骨骼肌和脑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及预后

判断．肌酸激酶的假性升高可能是由于红细胞内

释放出的 AK（腺苷酸激酶）、ATP、G-6-P这些

CK反应过程的中间产物的增高所致．检测结果显

示：标本保存一周后总胆红素、肌酸激酶的检测

结果无统计学意义[6]．

ALT是反映肝损伤的一个很灵敏的指标，临

床上主要用于肝脏疾病的诊断，各种急性病毒性

肝炎、药物或酒精中毒引起的急性肝损伤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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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ALT水平可在临床症状（如黄疸）出现之前就

急剧升高，且往往是肝炎恢复期最后降至正常的

酶，是判断急性肝炎是否恢复的一个很好的指

标．AST主要存在于心肌，以往多用于 AMI的诊

断，但由于 AST在 AMI 的升高迟于 CK，恢复早

于 LD，故诊断 AMI价值不大，但在慢性肝炎时，

AST升高程度超过 ALT[7]．检测结果显示：标本保

存 1周 ALT和 AST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CHOL可作为某些疾病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

的一种危险因素，因此测定 CHOL常作为动脉粥

样硬化的预防、发病估计、疗效观察的参考指

标．TG是机体恒定的供能来源，也是动脉粥样硬

化的危险因素之一[8]．检测结果显示：标本保存一

周总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

意义．

90%以上的血清总蛋白和全部的血清白蛋白

是由肝脏合成的，因此血清总蛋白和血清白蛋白

含量是反应肝脏功能的重要指标，它常用于检测

慢性肝损伤并反应肝实质细胞储备功能．检测结

果显示：标本保存 1周血清总蛋白和白蛋白的检

测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血液离体后，血浆中各种物

质受血细胞的代谢、离子在细胞内外分布差异、

化学反应和自身稳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随时

间的延长其浓度必然发生变化，有的升高有的降

低，血糖的变化尤为明显，因此要求检验科接到

标本以后，应尽快分离当天血清检测，否则应低

温保存．

检验科为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举证倒置

的要求，将每天的血清（浆）标本冰冻保存，不

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是标本保存必须科

学、合理、高质量，否则不仅会因标本保存需要

增添设备而导致成本增加，而且会因无效保存浪

费人力且置自己于被动的地步，通过实验，我们

认为血清(浆)置于 2～8℃冰箱中保存 1周，除血

糖外其它生化项目均可用于复查，而血糖则可采

取分离保存或把标本置于低温环境中冰冻保存．

检验科将血清（浆）置于 2～8 ℃冰箱中保

存，作为加强内部质量控制和分析差错原因的措

施是确实可行的，但是要作为解决医疗事故的证

据，则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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