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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和研究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为 2018.10-2019.10 月在我院接受体检的 80 例健

康者，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40 例），对照组采取末梢采血方式，观察组采取静脉采血方式，对检验结果进行

分析。结果：两组红细胞、血红蛋白、平均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白细胞及红细胞平均体积存在明显差异（P＜0.05）。两组红细胞积压

及平均血红蛋白量差异较小（P＞0.05）。结论：血常规检验过程中，末梢采血和静脉采血存在一定的不同，将两种方式进行对比，静脉采

血检测结果更为准确，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值得临床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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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新陈代谢物质循环的过程中，血液的主要作用为向各器官

输送氧气及营养物质，并能够代谢废物，对机体来说至关重要[1]。

人体出现疾病后，血液中细胞数量会随之发生改变，血常规检验的

作用便是对血液样本中细胞数量及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筛查疾病。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采血方法为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采血方法对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影响，所以选择合理的采血方法十分重

要。基于此，本研究对上述两种采血方法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

展开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8.10-2019.10 月在我院接受体检

的 80 例健康者，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男、女比为 23：17，最低年龄 21 岁，最高年龄

62 岁，平均年龄（40.53±3.41）岁。观察组男、女比为 21：19，

最低年龄 22 岁，最高年龄 61 岁，平均年龄（40.27±3.68）岁。两

组性别、年龄等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研究。

纳入标准：（1）均为健康体检者；；（2）知情参加本研究，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存在其他出血性疾病；（2）具有内分泌

疾病；（3）营养不良；（4）具有严重精神意识障碍。 

1.2 方法 血常规检验方法：使用设备为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

相关配药试剂。才学前叮嘱体检者保持 6h 以上空腹状态。对照组

采取末梢采血方式，主要内容：选择合理的采血位置，通常为体检

者无名指指端，对皮肤进行消毒处理，穿刺采血，采血量为 200mL，

将样本放置在抗凝管中。静脉采血方式，主要内容：选择合理的采

血位置，通常为患者肘部静脉位置，采血量为 1mL，将血液样本放

置到抗凝管中，摇匀。放置发生血细胞破裂等不良情况，如果无分

层情况，将其放于安全位置，及时送检。 

1.3 观察指标 对血常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主要指标包括红细

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平均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平均体积、白

细胞、红细胞积压及平均血红蛋白量。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0.0 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处理

和分析，使用（x±s）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t 进行检验。如果 P<0.05

则说明组间比较差别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红细胞、血红蛋白、平均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白细胞

及红细胞平均体积存在明显差异（P＜0.05）。两组红细胞积压及平

均血红蛋白量差异较小（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血常规检验结果对比（x±s） 

组别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t P 

红细胞（×1012/L） 4.1±0.7 3.3±1.1 3.054 ＜0.05 

血红蛋白（g/L） 113.2±18.7 101.3±17.9 3.205 ＜0.05 

血小板（×109/L） 229.3±1.7 217.4±1.5 10.903 ＜0.05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g/L） 315.2±30.1 305.3±20.5 2.089 ＜0.05 

红细胞平均体积（fl） 86.3±5.2 90.1±4.4 3.765 ＜0.05 

白细胞（×109/L） 5.4±1.3 6.6±2.0 2.396 ＜0.05 

红细胞积压 0.5±0.3 0.4±0.5 0.861 ＞0.05 

平均血红蛋白（Pg） 27.5±7.3 27.9±8.1 0.143 ＞0.05 

3 讨论 
近些年来，血液分析仪得到了临床的广泛应用，随着临床检验

技术的不段发展，其发展愈发专业化、规范化以及标准化。在临床

实验室血液检验过程中，血常规检验十分重要，能够体现早期阶段

全身性疾病，对于血液系统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

义。该方式简单便捷，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应用广泛。但是其结果

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标本采集、储存、运输及检验等。并

且上述因素也会对采血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得到不同的检测结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红细胞、血红蛋白、平均血红蛋白浓

度、血小板、白细胞及红细胞平均体积存在明显差异（P＜0.05）。

两组红细胞积压及平均血红蛋白量差异较小（P＞0.05）。本次研究

两种采血方式的血常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末梢血多来源于毛细血

管，具有较多的组织液，并且具有静脉血、动脉血，血液浓度较低，

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其准确性不佳。而静脉血直接从

静脉血管获得，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组织液，现取现用，在检测的过

程中，血液循环状态和体内状态并不二样，不易受到外界其他因素

的影响[2]。除此之外，在采集时需要注意，随着时间的增加，血液

中钾离子含量会持续增加，特别是血液循环速度较慢的末梢血。如

果采血者体温较低，会严重影响末梢血的稳定性，进而对结果产生

较大影响。同时末梢血采集操作不合理会增加痛感，还可能导致标

本中出现皮肤组织，导致标本浓度不佳，还可能出现细胞破裂[3]。 

综上所述，血常规检验过程中，末梢采血和静脉采血存在一定

的不同，将两种方式进行对比，静脉采血检测结果更为准确，有助

于提高诊断准确率，值得临床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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