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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样与静脉血样行血常规检测的差异性分析

姚怡帆

[摘要]目的:分析末梢血样与静脉血样行血常规检测的差异性。 方法:将进行健康体检的 30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全
部志愿者均于同一时间完成同一部位 3 次末梢指血、空腹静脉血的血样采集,使用同一仪器于取样后 0、3、6 h 时检测血常规;
统计血样采集时间,分别对比指血、静脉血 3 次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差异性,对比指血 3 次采集血样行血常规检测的平均值与静

脉血 3 次采集血样行血常规检测的平均值间的差异性;指血、静脉血 3、6 h 检测结果与同一采血方式即刻检测结果的差异性。
结果:末梢血采集时间为(51. 39 依 10. 62)s,短于静脉血的(115. 27 依 36. 74)s(P < 0. 01)。 末梢血样血常规各指标 3 次检测结

果之间比较显示,血红蛋白含量和红细胞指标均为第 1 次低于第 2 次(P < 0. 05),第 3 次结果低于第 1 次和第 2 次(P < 0. 05
和P < 0. 01);红细胞计数第 1 次检测结果与第 2 次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均大于第 3 次(P < 0. 05 和 P <
0. 01);红细胞压积第 1 次检测结果与第 3 次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均低于第 2 次(P < 0. 01);血小板计数

为第 2 次低于第 1 次(P < 0. 01),第 1 次和第 2 次均低于第 3 次(P < 0. 01)。 静脉血样血常规各指标 3 次检测结果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末梢血样与静脉血样采血后即刻行血常规 3 次检测结果比较显示,除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红细

胞压积第 3 次检测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外,其余各指标各次数结果均为末梢血水平低于静脉血样(P <
0. 01)。 末梢血采血后 3 h 和 6 h 血常规检测结果均低于即刻时结果(P < 0. 05 和 P < 0. 01),且采血后 6 h 结果低于 3 h(P <
0. 01);静脉血采血后 3 h 血常规检测结果与即刻血常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采血后 6 h 血常规检测结果

低于即刻和 3 h(P < 0. 01);各时间点静脉血各项血常规指标检测结果均高于末梢血的结果(P < 0. 01)。 结论:末梢血样采集

时间短,但血样稳定性差,血常规检测结果准确性差;静脉血样采集时间长,血样稳定性强,血常规检测结果准确性高;对于血

常规的检测应以静脉血样为首选,并于采集后的 3 h 内完成检测,以确保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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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血常规检测为临床上对疾病诊断、疗效观察及

预后评估的一项最常见检测项目,也是健康体检中

的一项必检项目[1 - 3]。 目前临床上通常以末梢血及

静脉血作为血常规检测用血液样本[4 - 6]。 本文就末

梢血样与静脉血样行血常规检测的差异性作一

分析。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征集 2016 年到我院进行健康体检

的志愿者 30 名,全部志愿者均完全知晓本次研究内

容、目的及需要其配合完成的内容,并签属知情同意

书。 本次受检中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19 ~ 24 岁。
全部志愿者均于健康体检后 3 d 内采血,采血时各

项体检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1. 2摇 方法摇 全部受检者均于体检后的 3 d 之内,于
早 9 点前采集空腹血样。 静脉血样,于志愿者肘静

脉使用抗凝真空型采血管采集血液样本 2 mL,充分

混匀,动作轻柔,降低细胞破损;同时针刺无名指以

微量采血管采集自然流出的 20 滋L 血液样本,滴加

于 1. 6 mL 稀释溶液(稀释液为 PX1322)的底部,吸
取上层血清,置入试管中完全混匀。 两种采血方法

于同一时间同一部位采集 3 次,所采集的全部样本

(同一部位采集的 3 份样本)均分为 3 份,1 份立即

使用迈瑞 BC鄄5800 型五分类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进行血常规检测。 2 份于专用常温冰箱内保存,避
免冷冻,分别于采集后 3、6 h 进行检测。
1. 3摇 差异性分析方法摇 血常规检测方法均由全自

动型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观察红细胞压积

(HCT)、血红蛋白含量(HGB)、白细胞计数(WBC)、
红细胞计数(RBC)、血小板计数(PLT)。 两种采血

方法均同时采集 3 次、检测 3 次;记录 3 次采血时间

取均值。 分别对比末梢血样、静脉血样 3 次血常规

检测结果间的差异性,评估末梢血、静脉血进行血常

规检测的稳定性。 静脉血样与末梢血样采血后分别

于 3、6 h 行血常规检测,分别与本种采血方法即刻

行血常规检测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保证血常规检

测结果的准确的前提下,血样最长保存时间。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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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

2. 1摇 3 次血常规检测结果的比较摇 末梢血样血常

规各指标 3 次检测显示,HGB 和 RBC 指标均为第 1
次低于第 2 次(P < 0. 05),第 3 次结果低于第 1 次

和第 2 次(P < 0. 05 ~ P < 0. 01);WBC 第 1 次检测

结果与第 2 次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但均大于第 3 次(P < 0. 05 和 P < 0. 01);
HCT 第 1 次检测结果与第 3 次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但均低于第 2 次(P < 0. 01);
PLT 为第 2 次低于第 1 次(P < 0. 01),第 1 次和第 2
次均低于第 3 次(P < 0. 01)。 静脉血样血常规各指

标 3 次检测结果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末梢血样与静脉血样采血后即刻行血常规 3
次检测结果比较显示,除 WBC、RBC、HCT 第 2 次检

测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外,其余

各指标各次数结果均为末梢血水平低于静脉血样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末梢血样与静脉血样不同检测时间点血常规比较(n = 30;x 依 s)

项目 血样摇 摇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F P MS组内

HGB / (g / L)

末梢 104. 13 依 3. 89 106. 93 依 4. 26* 101. 41 依 4. 65*吟吟 12. 47 < 0. 01 18. 301

静脉 128. 2 依 5. 68 128. 43 依 5. 87 127. 7 依 5. 69 0. 13 > 0. 05 33. 032

摇 t 摇 19. 15 16. 24 19. 60 — — —

摇 P 摇 < 0. 01 < 0. 01 < 0. 01 — — —

WBC / ( 伊 109 / L)
末梢 7. 08 依 0. 28 7. 2 依 0. 41 6. 82 依 0. 42*吟吟 7. 98 < 0. 01 0. 141

静脉 7. 44 依 0. 5 7. 42 依 0. 5摇 7. 34 依 0. 64 0. 30 > 0. 05 0. 303

摇 t 3. 44 1. 86 3. 72 — — —

摇 P < 0. 01 > 0. 05 < 0. 01 — — —

RBC / ( 伊 1012 / L)
末梢 3. 44 依 0. 39 3. 72 依 0. 51* 3. 15 依 0. 56*吟吟 10. 37 < 0. 01 0. 242

静脉 3. 85 依 0. 37 3. 86 依 0. 48 3. 87 依 0. 43 0. 01 > 0. 05 0. 184

摇 t 4. 18 1. 09 5. 59 — — —

摇 p < 0. 01 > 0. 05 < 0. 01 — — —

HCT / (L / L)

末梢 0. 33 依 0. 08 0. 46 依 0. 15** 0. 31 依 0. 1吟吟 15. 55 < 0. 01 0. 013

静脉 0. 46 依 0. 09 0. 47 依 0. 13 0. 46 依 0. 11 0. 05 > 0. 05 0. 012

摇 t 5. 91 0. 28 5. 537 — — —

摇 P < 0. 01 > 0. 05 < 0. 01 — — —

PLT / ( 伊 109 / L)
末梢 210. 93 依 3. 81 204. 17 依 4. 02** 215. 77 依 4. 48**吟吟 60. 31 < 0. 01 16. 916

静脉 223. 23 依 7. 69 224. 1 依 5. 31 224. 33 依 7. 53 0. 21 > 0. 05 48. 011

摇 t 7. 85 16. 39 5. 35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摇 摇 q 检验:与第 1 次比较*P < 0. 05,**P < 0. 01;与第 2 次比较吟吟P < 0. 01

2. 2摇 两种采取方式血常规检测结果的比较摇 静脉

血各指标检测结果均高于末梢血(P < 0. 01) (见
表 2)。
2. 3摇 末梢血样不同时间血常规检测结果的比较摇
末梢血采血后 3 h 和 6 h 血常规检测结果均低于即

刻时(P < 0. 05 和 P < 0. 01),且采血后 6 h 结果低

于 3 h 后结果(P < 0. 01);静脉血采血后 3 h 血常规

检测结果与即刻血常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采血后6h血常规检测结果低于即刻

表 2摇 两种采血方法血常规检测结果统计对比表(n =30;x 依 s)

方法 HGB / (g / L)
WBC /

( 伊 109 / L)

RBC /

( 伊 1012 / L)

HCT /
(L / L)

PLT /

( 伊 109 / L)

末梢 104. 15 依 4. 8 7. 03 依 0. 41 3. 44 依 0. 54 0. 37 依 0. 13 210. 29 依 6. 28

静脉 128. 11 依 5. 69 7. 40 依 0. 54 3. 86 依 0. 42 0. 46 依 0. 11 223. 89 依 6. 87

t 17. 63 2. 99 3. 36 2. 90 8. 00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和 3 h 的结果(P < 0. 01);各时间点静脉血各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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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指标检测结果均高于末梢血(P < 0. 01) (见
表 3)。
2. 4摇 采血时间的比较摇 末梢血采集时间为(51. 39 依

10. 62)s,静脉血采集时间为(115. 27 依 36. 74)s,末梢

血采集时间明显少于静脉血采集时间( t = 9. 15,P <
0. 01)。

表 3摇 末梢血采血后不同时间血常规检测结果与即刻检测结果的比较(n = 30;x 依 s)

项目摇 血样摇 摇 0 h 3 h 6 h F P MS组内

HGB / (g / L)

末梢 104. 15 依 4. 80 100. 98 依 4. 79* 96. 17 依 4. 26**吟吟 22. 66 < 0. 01 21. 377

静脉 128. 11 依 5. 69 127. 96 依 5. 78 114. 31 依 5. 06**吟吟 61. 84 < 0. 01 30. 463

摇 t 17. 63 19. 69 15. 021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WBC / ( 伊 109 / L)
末梢 7. 03 依 0. 41 6. 80 依 0. 47* 4. 37 依 1. 02**吟吟 136. 77 < 0. 01 0. 477

静脉 7. 40 依 0. 54 7. 39 依 0. 51 6. 87 依 0. 43**吟吟 11. 23 < 0. 01 0. 245

摇 t 2. 99 4. 66 12. 370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RBC / ( 伊 1012 / L)
末梢 3. 44 依 0. 54 3. 13 依 0. 51* 2. 47 依 0. 38**吟吟 31. 73 < 0. 01 0. 232

静脉 3. 86 依 0. 42 3. 84 依 0. 37 3. 09 依 0. 35**吟吟 39. 78 < 0. 01 0. 145

摇 t 3. 36 6. 17 6. 573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HCT / (L / L)

末梢 0. 37 依 0. 13 0. 29 依 0. 16* 0. 17 依 0. 11**吟吟 16. 70 < 0. 01 0. 018

静脉 0. 46 依 0. 11 0. 48 依 0. 10 0. 38 依 0. 12**吟吟 6. 90 < 0. 01 0. 012

摇 t 2. 90 5. 52 7. 066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PLT / ( 伊 109 / L)
末梢 210. 29 依 6. 28 206. 87 依 5. 89* 201. 02 依 5. 41**吟吟 19. 13 < 0. 01 34. 466

静脉 223. 89 依 6. 87 223. 85 依 6. 76 206. 79 依 6. 95**吟吟 61. 98 < 0. 01 47. 066

摇 t 8. 00 10. 37 3. 588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摇 摇 q 检验:与 0 h 比较*P < 0. 05,**P < 0. 01;与 3 h 比较吟吟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血常规检测是临床上疾病预防、诊断疗效评估

以及预后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常规血液学检测手

段[7 - 9]。 全自动化检测仪器的应用,提高操作过程

的安全性及检验时效性,在血常规检测史上是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临床防治各类疾病

提供更加准确的血常规检测数据,不仅需要借助于

先进的全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更应注意严格执行

操作规程的相关要求,同时也需要充分掌握可能影

响血常规检测结果的相关因素,从而有针对性预防

干扰检测结果的事件发生,确保血常规检测结果更

加准确。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末梢血样同时进行 3 次血

常规检测的结果具有差异性,提示末梢血作为血常

规检测的样本稳定性并不理想,末梢血采集为手工

定量,采血过程本身多因素可影响检验结果致使检

验结果不稳定。 而静脉血样同时进行 3 次血常规检

测的结果无统计学差异性,证明了静脉血样行血常

规检测的稳定性更加符合临床要求。 相同受检者末

梢血样与静脉血样行血常规检测的结果对比表明,
末梢血样的 HGB、WBC、RBC、HCT 及 PLT 检测结果

均显著低于静脉血样,提示静脉血样行血常规检测

的结果更加准确。 静脉血在采血时以抗凝的真空管

直接采集静脉血样,被外界因素干扰的概率更小,其
体循环与组分构成相当,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机

体血液的状态,并且采集量大,能够进行重复检测,
降低了病人的痛苦。 末梢血样采自受检者的末梢循

环,可受到采血局部的体温、针刺的深浅、挤压、采集

工具以及受检者情绪等多项因素影响[10 - 12]。 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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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是由指尖或耳垂局部的动静脉血、毛细血管血以

及组织液组成的血样,对于机体血液状态的代表性

较差,如受检者采血局部的体温偏低则可对血液循

环造成影响;血液在局部的瘀滞可导致成分的改变,
特别是室温控制条件不完善的医疗机构以及季节因

素均可造成采血局部体温过低的情况发生。 针刺过

程中入针过浅时出血量较少,为满足采集要求则需

要对局部进行挤压从而导致组织液的过量混入而产

生稀释效应,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采集工具

的吸血速度偏慢时因血小板的黏附聚集可能产生假

性降低的检测结果[13 - 15]。 血液外流过程中可能由

于吸管中混入的空气致使采血量的相对缺少。 对管

尖外余血进行擦拭操作时可导致纤尘污染血样,易
发生孔道阻塞而出现误计数。 指血时,由于指尖神

经密布,疼痛感觉显著,可因针刺发生疼痛应激反应

而致使局部血液发生成分改变,挤压过程可导致细

胞的破碎。 因此,为了提高血常规检测的准确性,应
首选静脉血样作为检测样本。

通过血样采集后不同时间进行血常规检测的结

果差异性分析可知,末梢血样在采集后 3 h 时行血

常规检测的结果与即刻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
与末梢血样的不稳定性以及上述血样性质具有密切

关系;采集后 6 h 时与即刻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提示末梢血样采集后应尽快完成血常规检测,
以保证准确性;采集后 3 h 时血常规检测结果不应

采信。 静脉血样采集后 3 h 时行血常规检测结果与

即刻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6 h 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提示静脉血样采集后应尽早完成血常规检

测,最长不应超过 6 h。
本次研究志愿者均为健康青年人,因此对于静

脉采血均能够良好配合,而在实际临床检测的过程

中,受检者可能是婴幼儿、无行为能力的重症病人等

特殊人群,对于静脉采集的配合度较差,此时末梢血

采集较为便捷;另外在大规模的疾病筛查等检验工

作中,静脉采血的耗时较长,末梢血更为适合,但应

注意采集过程中减少挤压、局部保温并于集血后尽

早完成血常规检测,以提高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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