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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分析技术检测甲状腺激素水平时采取不同促凝添

加剂真空采血管对结果的干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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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化学发光分析技术检测甲状腺激素水平时采取不同促凝添加剂真空采血管对结果的干预性。方法：选取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本院接收的健康体检者 82 例，均运用化学发光法，对甲状腺激素水平进行检测，随机分对照组 41 例，真空采血管含促凝剂，观察

组 41 例真空采血管含凝胶添加剂及促凝剂，对比效果。结果：观察组血液凝固时间短于对照组，1h 血清析出率高于对照组（P<0.05）；而

促甲状腺激素、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总甲状腺素、游离甲状腺素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甲状腺激素用化

学发光法检测时，选择促凝剂和凝胶添加剂的真空采血管，检测速度更快，结果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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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内，甲状腺激素是一种重要的激素，与关系

到机体的新陈代谢、脑发育、神经兴奋性等，并且能在

一定程度上调节其他激素。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低，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饮食、季节更替、睡眠、昼夜变化

等，这使得对其检测的方法有着较高的要求[1]。比较常用

的方法有化学发光、放射免疫法，其中前者不仅有着最

高的检测精准度，还有着较高的敏感度，但该检测法中

促凝剂的使用较为关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测定结果。

对于不同添加剂的真空采血管，是否影响激素检测水平

仍伴有争议。本次研究重点分析了真空采血管不同促凝

添加剂，对化学发光测定甲状腺激素的干预性，报告如

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本院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收治的 82 例健

康体检者进行研究，所分观察组男 23 例，女 18 例，年

龄 25～45（34.78±6.59）岁；对照组男 21 例，女 20 例，

年龄 25～46（34.91±6.62）岁。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1）无甲亢等甲状腺疾病；（2）了解相

关内容，自愿入组。排除标准：（1）精神障碍疾病；（2）

近期所用药物影响甲状腺激素；（3）伴有重大疾病者。 

1.2 方法 

1.2.1 仪器与试剂 

两组均实施化学发光技术，所用的设备为雅培全自

动化学发光分析仪（I2000SR），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规

范操作，选取 2 种采血管，分别为促凝剂真空采血管、

促凝与凝胶添加剂真空采血管。 

1.2.2 方法 

所有患者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所用的采血针、采

血管均为同一批号，在进行穿刺的时候，需要在合适部

位绑扎压脉带，2 种真空采血管，需要按照说明书，进行

充分的混匀，垂直放置一段时间后，再行离心处理，之

后用化学发光技术检测。 

1.3 指标观察 

（1）对标本凝固时间、1h血清析出率进行统计。（2）

对甲状腺激素涉及的指标，即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

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总甲状腺

素（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测定。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2.0 处理数据，（ sx ± 与（%）表示计量与

计数资料，t值与X2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血液凝固及分离结果 

观察组以下指标，与对照组比差异明显（P<0.05），

见表 1： 

表 1 比较血液凝固、血清析出情况[n（%）] 

组别 例数 血液凝固时间（min） 1h 血清析出率 

对照组 41 27.75±2.24 13（31.71） 

观察组 41 20.38 土 2.56 32（78.05） 

x2  13.873 17.779 

P  0.000 0.000 

2.2 对比两组甲状腺激素情况 

两组各项指标比较差异较大（P<0.05），见表 2： 

 

 



 

药物与临床 

 83 

医学研究 

表 2 比较甲状腺激素水平（ sx ±  

组别 例数 FT3(pmol/L)  FT4(pmol/L)  TSH(mIU/L) T3(mmol/L) T4(mmol/L) 

对照组 41 3.14±0.38 1.47±0.23 1.46±0.89 1.06±0.12 6.28±1.27 

观察组 41 3.82±0.45 1.86±0.31 2.43±0.71  1.17±0.13 7.15±1.16 

t  7.393 6.469 5.455 3.981 3.23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3 讨论 

甲状腺是重要的内分泌腺体器官的一部分，其以摄

取体内所需碘为主要功能，之后将其作为原料，实施合

成和储存，并进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

能够对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状态和功能进行评估，还

能够评价人体碘的营养状况[2]。TSH 能够对甲状腺激素进

行调节，并与其存在反馈调节作用，有助于维持正常的

甲状腺激素水平。T3 属于前体激素，其借助蛋白质等物

质，由甲状腺上皮细胞进行合成，再经过氧化物酶，形

成 T4。 

化学发光法是一种精确的检测方法，经过一系列化

学反应，使吸收化学能的物质，发挥辐射光，之后依据

其强度，对物质含量进行明确。其所用设备简单，有着

较宽的线性范围，较高的灵敏度，在临床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并且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3]。化学发光技术在实践

之中，完成免疫反应后，需要充分发挥氧化剂的作用，

从而形成一个中间形态（存在激发状态），之后会逐渐稳

定，恢复到一个基态。在这一过程中，能量的释放，以

光子形式进行，借助仪器，可用于检测发光信号，对于

曲线的绘制，以发光标记物与光子强度关系进行，计算

所测物质含量，从而获取精准结果[4-5]。并且化学发光法

可以最大限度地对样本底物进行消除，从而有效规避一

些影响检测结果的不良因素，这就使得在实际运用的过

程中，该方法能够体现出较高的灵敏度。在实际运行化

学发发光法期间，可实现全白化，这就可有效规避误差

问题，从而能够提高检测的特异性，这些优势外，化学

发光技术，能够较长时间保存所需试剂，检测的过程比

较快，可高效完成，准确度高，且使用没有毒性，比较

安全，可以有效避免辐射问题。化学发光免疫设备，开

机状态可持续 24h，自动化功能比较强，不但符合当前快

速诊疗的模式，也能够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此外，在

进行化学发光法检测的过程中，分离血标中红细胞与血

清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而这一实施当中，真空采集管中

促凝剂可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并且能够有效减少检测时

间，规避检测所造成的误差问题[6]。在医疗领域，化学发

光分析技术还可以监测肿瘤标志物、传染病，且能够血

药浓度进行监测，其还能够进一步扩大临床应用范围。

对于医生及患者来说，这一非放射性标记分析法较为理

想。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血液凝固时间（20.38 土

2.56）min、1h血清析出率 78.05%，对照组分别为（27.75

±2.24）min、31.71%，相比差异明显（P<0.05），而观察

组的FT3 为（3.82±0.45）pmol/L、FT4（1.86±0.31）pmol/L、

TSH（2.43±0.71）mIU/L、T3（1.17±0.13）mmol/L、T4

（7.15±1.16）mmol/L，对照组则分别为（3.14±0.38）

pmol/L、（1.47±0.23）pmol/L、（1.46±0.89）mIU/L、（1.06

±0.12）mmol/L、（6.28±1.27）mmol/L，相比观察组更高

（P<0.05）。说明使用含凝胶及促凝剂的真空采血管，可

获得更快、更优的结果。尽管促凝管的运用，能够节约

凝固时间，提高检出速度，更符合高效快速的现代临床

需求。但在不同检测方法下，促凝管所检结果存在一定

的差异。建议在促凝剂应用前，需要对其性质、成分等

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实施比对试验，清晰了解可能带来

的不良干扰，从而增强检测的准确可靠性。 

综上所述，在化学发光法检测甲状腺激素中，选择不

同促凝添加剂真空采血管，可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速度，其中凝胶及促凝剂的真空采血管综合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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