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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影响及校正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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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文主要探讨在生化检验时溶血对其结果准确性的影响，以及校正结果的相关方法。方法：随机选却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本院的 100 例无血液相关疾病的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清晨进行空腹采取血液样本 10 毫升，将同一研究对象所采集的血液样本均分
两份，第一份为对照组不进行溶血处理，第二份为实验组进行溶血处理。根据操作规范使用生化分析仪器检测常规生化指标，记录并比较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检测值。结果：实验组的天冬氨酸转移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谷丙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溶血组总蛋白、α- 羟丁酸脱
氢酶、钾离子、胆红素等指标数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钠离子检测数值均低于实验组
（P<0.05），其余检测数值未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实验结果表明，检测血液样品是否溶血会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具有一定的
影响，与血清 Hb 的浓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血清 Hb 的浓度校正生化检测结果，使结果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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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验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待检测的标本溶血，标本溶血

后会使检验的的结果不准确，造成标本溶血的原因有许多，所以，
在日常临床检验是难以避免，对检验结果准确性有较大的影响。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将直接关系到临床诊断的准确性，不仅会降低临床
诊断的准确率，还较容易发生医疗纠纷事故。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际
临床数据分析血液样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实际探讨血
液样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的影响以及校正的方法，现报
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选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来我院体检者 100 名，

根据一般统计学方法随机抽选无血液相关疾病的男、女检查者各 50
名，年龄 20 至 40 周岁，平均（32.3±3.2）周岁。抽选的 100 名检
查者的性别、身体情况、年龄等比较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0.05），并且均具有可比性。 

1.1.2 纳入与排除的标准 
纳入的标准：a）年龄 20 周岁≤纳入（X）≤40 周岁；b）无

血液相关疾病检查者；c）生命体征平稳，身体健康，生存时间≥
24h；d）经过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准许，且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 

排除的标准：a）年龄＞40 周岁或＜20 周岁；b)有血液相关疾
病检查者；c）身体体质较差，生存时间＜24h。 

1.2 样本资料的处理 
所有研究对象均清晨空腹静脉采血 10 毫升，并进行按采血时

间先后进行编码。将每个研究对象的血液样品分别取 3 毫升于两支
有肝素的试管内，实验组不做溶血处理，实验组进行溶血处理。对
照组常温下静置 20 分钟后 3000r/min 离心 10 分钟制备血清备用；
实验组溶血处理后进行相应操作制备血清备用。 

1.3 方法 
严格按照相关仪器的操作规范测定不同程度溶血血清标本和

对照组血清标本的天冬氨酸转移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谷丙转氨酶、
乳酸脱氢酶、溶血组总蛋白、α- 羟丁酸脱氢酶、钾离子、钠离子、
胆红素等指标 

1.4 判定的标准 
溶血的变化值（ΔＸ）=实验组测定值-对照组测定值；Hb 的

浓度变化值（ΔＨｂ）=实验组 Hb 测定值-对照组 Hb 测定值。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用 SPSS12.0 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适当分析，计量相应数据

用（x± s）表示，结果经过 t 的检验，均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生化检验结果 
经过专业仪器检验结果实验组测定的天冬氨酸转移酶、肌酸激

酶同工酶、谷丙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溶血组总蛋白、α- 羟丁酸
脱氢酶、钾离子、胆红素等指标数值均大于对照组相应指标的数值，
并且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反，钠离子测定数值实
验组小于对照组；另外，白蛋白测定值和高密度脂蛋白没有明显的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下表一。 
表一 实验组和对照组生化检验结果的比较情况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P 

天冬氨酸转移酶（g/L） 78.27±4.32 71.24±4.11 ＜0.05 
肌酸激酶同工（IU/L） 82.63±15.57 9.34±1.54 ＜0.05 

肌酸激酶（IU/L） 156.93±69.82 127.63±67.56 ＜0.05 
谷丙转氨酶（IU/L） 26.09±17.01 23.11±17.35 ＜0.05 
乳酸脱氢酶（IU/L） 378.53±86.46 181.22±56.53 ＜0.05 

溶血组总蛋白（IU/L） 58.94±17.76 36.91±25.67 ＜0.05 
α- 羟丁酸脱氢酶

（IU/L） 
368.10±139.89 167.53±68.92 ＜0.05 

钾离子（mmol/L） 6.79±2.56 6.19±2.53 ＜0.05 
总胆红素(μmol/L) 16.05±5.43 10.11±5.80 ＜0.05 
钠离子（mmol/L） 119.06±6.54 138.43±5.98 ＜0.05 

白蛋白（g/L） 41.65±1.68 41.66±1.70 ＞0.05 
高密度脂蛋白

（mmol/L） 
1.34±0.54 1.42±0.48 ＞0.05 

2.2Hb 测定结果 
通过实验结果研究表明血清的 Hb 的浓度变化值对于相应指标

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天冬氨酸转移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谷丙转氨
酶、乳酸脱氢酶等检验项目均具有相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二。 

表二 血清 Hb 浓度变化值与相应生化指标溶血变化值 

ΔＨ
ｂ 

Δ（天冬氨
酸转移酶） 

Δ（肌酸激
酶同工酶） 

Δ（谷丙转
氨酶） 

Δ（乳酸
脱氢酶） 

0.83 10 19 9 14 
1.34 14 37 13 66 
1.92 17 48 17 115 
3.03 20 69 21 164 

2.3 回归法分析 
通过回归法相关分析天冬氨酸转移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谷丙

转氨酶、乳酸脱氢酶回归系数分别为 0.981、0.980、0.987、0.983。 
3.讨论 

红细胞极易在采血以及运送途中破裂从而释放细胞体内的物
质对生化检验结果造成偏差，溶血即是干扰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准
确性重要因素。生化检验的结果对医生的专业判断有重要的辅助作
用，以及会影响医生的治疗方案。通过本次研究观察分析，样本溶
血影响检验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个方面： 

3.1 溶血对检验的影响 
3.1.1 对血清浓度的影响 
红细胞中的钾离子、酰基载体蛋白、乳酸脱氢酶等物质含量较

高，当红细胞破裂发生溶血时，这些物质会进入血清中，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血清浓度的升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随着溶血显现的
加重，红细胞体中物质流出增多，其浓度稀释效果更加明显。除此
之外，红细胞体内含有有机磷脂等物质，在进行溶血处理之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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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血清浓度也会有一定的升高，也会在生化检验时造成误差，影
响结果的准确性。 

3.1.2 血红蛋白的影响 
血红蛋白是重要的氧气载体蛋白，在抽取的血样中含量较高，

当血液样本发生溶血时，血红蛋白会进一步活跃，对于生化检验的
总蛋白、脂蛋白以及胆红素等项目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白蛋
白以及高密脂蛋白检验数值准确性降低。 

3.2 避免溶血的相关方法 
临床检验时血液样本的溶血几率较大，可能发生溶血的途径也

较多，如何进一步减少临床溶血现象的发生，对生化检验的准确性
具有重要意义。 

3.2.1 采血时 
根据检查者的年龄以及身体体质等具体情况，选用正确的取血

针头以及取血部位，正确的针头和取血部位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液样
品的溶血现象。抗凝剂或抗凝取血管的选择不当也会导致血液样品
发生溶血现象。 

3.2.2 发生溶血时 
发生溶血时应立即重新采样，在条件不允许时应利用相关分析

仪器进行补偿溶血，得到检验数据后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对结果
进行技术校正，得到较准确的生化检验结果。 
4.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相关生

化检验的全自动的分析仪器在临床中逐渐得到普及。通过一定的技
术手段对相关溶血的样本进行补偿性校正，从而进一步提升生化结
果的准确性。因为发生溶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进行校正的
方法也较多，只有临床检验人员提高检验的专业技能才能更好的减
少溶血现象的发生。生化检验结果的作用和意义重大。所以在临床
实践中应更加重视溶血对生化检验准确性的影响，积极采取有效的
方法提高检验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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