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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比观察在临床对血液标本进行生化检验的过程中，检验结果受标本放置时间的影响，并探讨干预的措施。方法 将 2021 年 8 月-2021
年 9 月时间段内于本院接受检测的血液标本抽取 140 份进行分析，所选样本均接受常规生化检验，设置放置 4 小时标本检测结果为参照组，放置 8
小时标本检测结果为研究组，对结果的差异性进行对比，并对干预措施进行分析。结果 两组标本检验在 K、ALP、ALB、TP、CHO 及 GGT 对比上相近
（P＞0.05），研究组 GLU、ALT、BUN、TG 及 TBIL 更低，其余指标更高，对比有统计差异（P＜0.05）。结论 在临床对血液标本进行生化检验的过程
中，检验结果会因为标本放置的时间长短受到影响，导致后续的诊断受到干扰。因此，必须加强临床对标本的保存和管理，提高检验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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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对疾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生化检验是当前常用的技术

手段，通过对患者血液中各项指标的分析，对其血液成分进行了解，
判断患者的病情状态，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随着医疗技术设备的更
新发展，生化检验的准确性有所提升，但根据临床资料显示，在采样
到检验过程中，很多因素都会对标本产生影响，而单个标本的测试过
程中，对于时间的消耗较为严重，而标本放置的时间过长，其中的成
分可能发生出现变化，导致指标检验结果发生波动[1]。鉴于此，本次
研究即对比观察在临床对血液标本进行生化检验的过程中，检验结果
受标本放置时间的影响，并探讨干预的措施，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8 月-2021 年 9 月时间段内于本院接受检测的血液标

本抽取 140 份进行分析，所选样本均接受常规生化检验，设置放置
4 小时标本检测结果为参照组，放置 8 小时标本检测结果为研究组。
所选患者 66 岁为最高年龄，35 岁为最低年龄，组内患者年龄均值
为 50.50 岁；其中 90 例为女性患者，另 50 例为男性患者。基线资
料指标未出现统计学差异（P＞0.05），可以通过对比进行分析。 

1.2 方法 
两组标本均接受常规血液检测，仪器选用 HITACHI(日立）

7600 Series Automatic Analyzer，促凝管为带分离胶促凝管，使用
试剂品牌：南京澳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常情况下，血液标本在
采集到上机检测的过程中，需要 3-4 小时得到结果，因此，取样本

一半放置 4 小时进行检测，另一份放置 8 小时检测。放置后对标本
进行离心处理，离心用时以 10 分钟为准，转速为每分钟 4000 转，
检测方法根据相关要求选择，遵照临床规定进行操作：血糖指标检
验应用已糖激酶法；钾离子指标检验应用间接稀释血清离子电极选
择法；谷丙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谷草转氨酶及谷氨酰转肽酶检验
应用速率法；白蛋白检验应用溴甲酚绿法；尿素氮检测应用酶联速
率法；总蛋白检测应用双缩脲法；甘油三酯、胆固醇检测应用终点
法；总胆红素检测应用化学氧化法。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标本检验的结果进行对比，主要包括 12 项常规生化指

标：血糖指标（GLU）、钾离子指标（K）、谷丙转氨酶（ALT）、碱
性磷酸酶（ALP）、白蛋白（ALB）、尿素氮（BUN）、总蛋白（TP）、
甘油三酯（TG）、谷草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胆固醇
（CHO）、谷氨酰转肽酶（GGT）等[2]。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计算分析过程使用 SPSS21.0 软件完成，（ sx ± ）作为

计量资料，进行 t 检验，（P＜0.05）时，对比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检验结果 
两组标本检验在 K、ALP、ALB、TP、CHO 及 GGT 对比上相近

（P＞0.05），研究组 GLU、ALT、BUN、TG 及 TBIL 更低，其余指
标更高，对比有统计差异（P＜0.05）。数据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检验结果的对比（ sx ± ） 
项目 例数 参照组 研究组 t P 

GLU（mmol/L） 140 6.34±1.15 5.02±1.14 4.823 0.000 
K（mmol/L） 140 4.17±0.71 4.24±0.72 0.410 0.683 
ALT（U/L） 140 55.21±3.02 51.36±3.48 4.943 0.000 
ALP（U/L） 140 141.09±6.33 142.61±6.24 1.012 0.315 
ALB（g/L） 140 51.31±3.68 51.59±3.89 0.619 0.537 

BUN（mmol/L） 140 4.75±0.56 4.34±0.56 6.126 0.000 
TP（g/L） 140 72.85±7.11 73.55±6.57 0.856 0.393 
TG（g/L） 140 0.91±0.08 0.89±0.08 2.092 0.037 

AST（U/L） 140 23.37±12.67 26.62±11.31 2.264 0.024 
TBIL（μmol/L） 140 15.87±1.88 15.34±1.77 2.429 0.016 

CHO（U/L） 140 4.46±0.66 4.57±0.72 1.333 0.184 
GGT（U/L） 140 30.02±11.68 30.87±12.81 0.580 0.562 

3 讨论 
生化检验是临床对患者病情进行诊断判别的重要手段之一，通

过对患者血液成分的分析，能够对相关性疾病的发生情况进行确
定，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而在对患者血液样本进行抽取后，需要
先进行处理再进行检验，在此过程中很多因素会影响检测的结果，
导致指标数值和实际情况出现偏差[3]。要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必须
降低样本采集后受到的影响，避免其指标发生较大的波动。 

血液标本在被抽取后，针对不同的检验项目，有不同的保存时
间和保存要求，而放置时间过长，会导致血液中的成分由于沉淀和
水分的蒸发等出现变化，发生变质的情况，在检验后所得指标就会
发生出入[4]。因此，在临床生化检验工作中，操作人员一定要加强
自身专业性的提升，明确不同的检验项目对于样本保存的要求，在
保存过程中确保外部环境适合。在样本采集后，要尽早完成检测，
如果需要较长时间的运输，要做好密封保存，保证标本中各项指标
不会在放置过程中流失。有研究人员对血液标本的总体存放效果进
行实践研究后发现，血液样本在存放超过 3 天后，其各项指标情况
和实际情况间会产生极大的出入，检验的价值受到影响，因此指标

的检验必须在样本抽取 3 天内完成保证其准确性。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标本检验在 K、ALP、ALB、TP、CHO

及 GGT 对比上相近（P＞0.05），研究组 GLU、ALT、BUN、TG 及
TBIL 更低，其余指标更高，对比有统计差异（P＜0.05）。 

综上所述，在临床对血液标本进行生化检验的过程中，检验结
果会因为标本放置的时间长短受到影响，导致后续的诊断受到干
扰。因此，必须加强临床对标本的保存和管理，提高检验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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