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本保存时间和温度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的影响分析

冯 倩，邓德耀，陈 弟，周林华，李丽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云南昆明 650021）

［摘要］目的 分析标本保存时间和温度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的影响．方法 选择 180例

门诊患者标本，分 3 组，用 Sysmex CA15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分别检测抗凝血标本全血室温

（26℃）放置、离心后在室温（26℃）及冰箱（4℃）保存条件下 0，2，4，6，8 h的 APTT结果，各结果分别与

各组 0 h结果比较．结果 标本全血室温（26℃）放置，离心后室温（26℃）或冰箱（4℃）放置 6 hAPTT结果

与 0h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结论 在本实验室检测未使用抗凝药物的患者的 APTT标本时，离心

或未离心的标本在未开盖的试管中保存在 4℃或室温的条件下，应在标本采集后 4 h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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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e the impacts of the specimens saved time and temperature on detecting the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Methods The 180 outpatients' specimen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3

groups. Anticoagulant samples of whole blood with a room temperature at 26℃， anticoagulant specimens of plasma

with a room temperature at 26℃，and anticoagulant specimens of plasma at 4℃ were preserved for 0 hours， 2

hours，4 hours，6 hours，and 8 hours respective， and which were detected by the models of Sysmex CA1500 of
automated coagulation analyzer and its supporting reagents for APTT， the results of each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0 hours respectively. Result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of APTT of 6

hours compared to 0 hours in each groups（ ＜0.05）. Conclusion The specimens without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which preserved at a conditions of 4℃ or at room temperature， in the cases of not opening the test

tube， whatever the centrifugal or not centrifugal. The APTT should be detected within 4 hours after specimen

collection in our laboratory

［Key words］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Time；Temperature

Journ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CN 53 - 1221 R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2013，（4）：108耀 110

［作者简介］冯倩（1974～），女，云南昆明市人，医学学士，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

mboplastin time，APTT）是反映内源性凝血因子是

否正常的一个基本的筛查试验，目前已广泛的应用

于溶栓及抗凝治疗的监测与疗效观察，手术前出血

性疾病的筛查，血栓和出血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

断．APTT测定的实验前影响因素很多[1]，一些影

响因素在标本接收时就可以发现，比如采血管用

错、标本抗凝比例不恰当、有凝块；一些影响因素

在离心后可以发现，比如标本溶血、脂血、黄疸；

而有的不易发现，比如标本保存时间．不易发现的

影响因素，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凝血功能筛查

的检测项目中 APTT对标本保存时间的要求是最高



与 0 h检测结果比较，* ＜0.05，** ＜0.01.

离心后室温（26℃）放置 28.1±3.68 28.4±3.42 28.6±3.53 29.5±3.76* 31.0±4.14**

离心后 4℃冰箱放置 28.3±3.70 28.0±3.70 28.7±3.80 29.1±3.81* 29.3±3.83*

全血室温（26℃）放置 28.0±3.60 28.3±3.66 28.9±3.99 30.1±4.01** 3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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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本放置时间和温度对 APTT检测的影响（x±s）
Tab. 1 The effect of the saved time and temperature of specimen on APTT（x±s）

3 讨论

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检验结果是检验科的首

要任务，因此要做好分析前、中、后的全程质量管

理．分析前质量保证是全程质量管理的前提，有合

格的标本才可能有合格的检验结果．APTT标本大

多由临床护士采集，再由标本运送人员集中运送到

检验科，检验科接收、处理标本（核对信息、记

录、编号、离心） 再上机检测，中间涉及诸多环

节．2012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行业标准（WS/T359-2011） 《血浆凝固实验

血液标本的采集及处理指南》 （以下称指南）中指

出，检测未使用肝素患者的 APTT标本时应在 4 h

内测定．其他实验室对 APTT检测时限也有不同的

报道[2，3]．标本采集到测定之间允许多少时间，在这

期间标本如何保存才不会影响 APTT检测结果，是

实验室人员需要明确了解，并向相关人员培训的内

容，这样才能共同做好 APTT试验的分析前质量控

制，为临床诊疗提供有力支撑．

本实验显示，标本采集后，全血室温（26℃）
放置、离心后室温（26℃）放置或冰箱（4℃）放

置 6 h 检测结果比离心后立即检测结果延长．

APTT检测原理是试剂中含有鞣花酸和钙离子，抗

凝血浆中缺乏组织因子和钙离子，将 APTT试剂加

入抗凝血浆中启动了内源凝血途径，产生凝血酶

激活纤维蛋白原，形成纤维蛋白凝块，仪器采用

散射比浊法检测纤维蛋白的产生时间作为 APTT结

果．所以除因子 VII和 XIII外，其它凝血因子都

与 APTT相关[4]．丛玉隆等专家研究认为[5]：血液离

体后随标本放置方式和时间的不同，凝血因子逐

渐消耗或激活，特别是 V、Ⅷ、Ⅸ因子，在 20℃

的条件下保存 6 h后，血浆 V 因子活性降为初始

值的 80％；Ⅷ活性有所下降．在 32℃保存，血浆

6，12，24 h后 V因子活性分别消失 25％，40％，
80％，而在 4℃时则仅仅损失 0％，5％，10％；

的[2]．为了保证检验质量，便于对检验结果做一个

客观的评价，本文研究在本实验室条件下标本保

存时间和温度对 APTT检测结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2年 7月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

体检的患者 60例（共 180份标本），排除凝血功

能障碍和使用抗凝药物患者．年龄 25～50岁，男

34例，女 26例．

1.2 方法

按照标准操作规程准确采血 5.4 mL，分别加

入到含 109 mmol/L枸橼酸钠 0.2 mL的 3支试管中，

每支试管各 1.8 mL，充分混匀．分成配对的 3组，

每组 60份标本．每组的标本立即 3 000 r/min离心

10 min，然后放到仪器上分别测定 APTT，所得到

的值即为 0 h 的结果．然后第 1 组置于室温

（26℃），第 2组置于 4℃冰箱，第 3组测定后充分

混匀室温（26℃）放置，分别测定 3组 2 h，4 h，

6 h，8 h 的 APTT 结果．记录测定结果．除测定

时，标本都加盖保存．

1.3 仪器与试剂

日本 Sysmex CA1500全自动血凝仪，配套德国

西门子公司 APTT试剂及原装质控品．室内质控在
控，仪器较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实验．

1.4 统计学处理

检测结果以（x±s）表示，使用 SPSS统计软

件进行配对 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标本全血室温 （26℃） 放置，离心后室温

（26℃）或冰箱（4℃）放置 6 h APTT 结果与 0 h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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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因子活性在 32℃时分别消失 50％，60％，95％，

在 4℃时分别消失 5％，55％，70％．因此，由于

离体后凝血因子的失活会引起 APTT结果延长，而

且 APTT试验涉及的凝血因子较多，所以标本采集

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检测．本实验结果与指南中建

议基本一致．

从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出全血室温放置 6 h检测

结果与 0 h相比明显延长（ ＜0.01），而离心后室

温或冰箱放置 6 h 检测结果比 0 h 有延长 （ ＜

0.05），可以说全血室温放置对 APTT检测影响更

大．这可能由于未离心标本中血小板的存在，血小

板表面可以吸附血浆中多种凝血因子（如凝血因子

Ⅰ、Ⅴ、Ⅺ、XIII等）[6]而影响了 APTT的检测造成

的．所以对于不能及时检测的标本最好离心保存．
由此可见，通过与医院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标本收

集人员进行培训，使得住院患者的 APTT标本在护

士采集后能及时转运到检验科，缩短标本以全血状

态保存的时间，也是很有必要的．

指南中还指出“标本采集和测定之间允许的时

间间隔依赖于标本保存和运送过程中的温度”，有

报道[7]37℃储存会使 APTT延长，夏季或室温过高

时可冰箱 4℃储存且尽快测定．因我实验室所处

地，室温超过 30℃的机会较少，所以本次实验未

验证室温过高时对 APTT检测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本实验室检测未使用抗凝药物的

患者的 APTT标本时，离心或未离心的标本在未开

盖的试管中保存在 4℃或室温的条件下，应在标本

采集后 4 h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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