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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采血方法血常规检验结果的比较 

及临床意义探讨

刘俐

【摘要】 目的 探讨使用不同采血方法进行血常规检验在临床中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血常规检验的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先后接受

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采用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检测血红蛋白（Hb）、红细胞计数（RBC）、平均红细胞血红

蛋白浓度（MCHC）、平均红细胞体积（MCV）、血小板计数（PLT）、血细胞比容（HCT）、白细胞计数（WBC）、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CH）；比较两种采血方法所得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差异。结果 静脉采血所得的

Hb、RBC、MCHC、MCV、PLT、HCT 结果均明显高于末梢采血〔Hb（g/L）：13.32±1.46 比 10.20±1.24，RBC

（×1012/L）：3.86±0.61 比 3.02±0.60，MCHC（g/L）：367.41±12.34 比 310.65±11.41，MCV（fL）：92.42±4.13

比 84.75±4.01，PLT（×109/L）：231.46±20.13 比 184.52±19.47，HCT ：0.53±0.11 比 0.41±0.13〕，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静脉采血所得的 WBC 水平明显低于末梢采血（×109/L：5.46±0.86 比 6.78±0.8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所得的 MCH 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g ：

27.10±2.53 比 27.46±2.76，P＞0.05）。结论 在血常规检验中，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差

异，静脉采血的检验结果准确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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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lood routine test with different blood sampling 

methods. Methods The 200 patients undergoing routine blood test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Medical College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all patients received 

peripheral blood sampling and venous blood sampling successively. The hemoglobin (Hb), red blood cell count 

(RBC), 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MCHC),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 platelet count 

(PLT), hematocrit (HCT),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and 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MCH) were detected 

using automatic blood cell counter. The differences in blood routine test results of two blood sampl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Hb, RBC, MCHC, MCV, PLT and HCT by venous blood sampl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y peripheral blood sampling [Hb (g/L): 13.32±1.46 vs. 10.20±1.24, RBC 

(×1012/L): 3.86±0.61 vs. 3.02±0.60, MCHC (g/L): 367.41±12.34 vs. 310.65±11.41, MCV (fL): 92.42±4.13 

vs. 84.75±4.01, PLT (×109/L): 231.46±20.13 vs. 184.52±19.47, HCT: 0.53±0.11 vs. 0.41±0.13],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 0.05), and the WBC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y peripheral blood 

sampling (×109/L: 5.46±0.86 vs. 6.78±0.8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CH levels between venous blood sampling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ing (pg: 27.10±2.53 vs. 

27.46±2.76,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blood routine te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venous blood sampling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ing, and the results of venous blood sampling are 

more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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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常规检验即检测患者血液中红细胞、血小

板、白细胞的形态、数量、分布等，从而对患者进行

诊断并判断其病情变化，是临床常用于诊断感染性

疾病的辅助手段，对医师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有重

要的意义［1］。血常规检测易受外界因素（如温度、

药物等）影响［2］，临床使用较多的采血方法为末梢

采血和静脉采血，在实际血常规检验中，不同采血方

法所获得的检验结果也存在差异。使用末梢采血时，

患者几乎无疼痛感，因而依从性高。随着检验技术

的不断进步，血细胞计数仪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

室检验工作中，静脉采血的使用率也随之提高。本

研究对在我院行血常规检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对

比研究，旨在评估末梢采血和静脉采血在血常规检

验中的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在本院行血常规检验的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　① 年龄≥18 岁者 ；② 认知和沟

通能力正常者。

1.1.2 排除标准　① 严重血液系统疾病患者；② 晕 

针、晕血者 ；③ 精神疾病患者 ；④ 恶性肿瘤患者。

1.1.3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所有

对患者的检测均获得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仪器与试剂　ADVIA 2120 全自动血细胞计

数仪购自德国西门子公司，EDTA-K2 真空抗凝管购

自威海威高采血耗材有限公司，一次性人体末梢血

样采集容器及配套清洗液与稀释液均购自浙江拱东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2.2 血液采集　所有患者均先后接受静脉采血和

末梢采血，采血前需要空腹 12 h，于清晨 08 ：00 采

集血液样本。

1.2.2.1 静脉采血　选择患者的肘部静脉进行采

血，若患者肘部静脉不明显，采血困难，则选择内踝

静脉或手背静脉进行采血，采血量为 1.5～2.0 mL。

将采集到的血液样本置入真空抗凝管内，轻轻摇晃

使其混合均匀，不要过度用力以免破坏血细胞。

1.2.2.2 末梢采血　患者静脉采血后 20 min 行末梢

采血。对患者指尖局部皮肤进行清洁消毒，皮肤干

燥后开始穿刺，选择患者无名指指尖进行采血，采血

量为 200～250 μL。采血完成后使用医用棉签对采

血部位进行按压，时间为 3～5 min。采集到的所有

血液样本在 2 h 内使用血液分析仪进行检验。

1.2.3 观察指标　比较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获得的

检验结果，包括血红蛋白（hemoglobin，Hb）、红细胞

计数（red blood cell count，RBC）、平均红细胞血红蛋

白浓度（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MCHC）、平均红细胞体积（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血细胞比

容（hematocrit，HCT）、白 细 胞 计 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MCH）。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纳入 200 例患者中男性 104 例，女

性 96 例 ；年 龄 18～78 岁，平 均（42.53±4.53）岁 ；

疾病类型 ：呼吸系统疾病 60 例，妇科疾病 42 例，泌

尿系统疾病 25 例，心血管系统疾病 36 例，消化系统

疾病 37 例。

2.2 不同采血方法所得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静

脉采血所得的 Hb、RBC、MCHC、MCV、PLT、HCT 水

平均明显高于末梢采血，WBC 水平明显低于末梢采

血（均 P＜0.05）；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所得的 MC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3 讨论 

 血常规检验是临床医师诊断患者是否存在贫

血、感染、血液系统疾病的常用手段，还能对上述疾

病的发生风险进行评估，对于疾病治疗具有重要的

意义。血常规检验可以尽早发现并确诊造血功能损

表 1 不同采血方法所得血常规检验结果比较（x±s）
采血方法 例数（例） Hb（g/L） RBC（×1012/L） MCHC（g/L） MCV（fL） PLT（×109/L） HCT WBC（×109/L） MCH（pg）

静脉采血 200 13.32±1.46 3.86±0.61 367.41±12.34 92.42±4.13 231.46±20.13 0.53±0.11 5.46±0.86 27.10±2.53
末梢采血 200 10.20±1.24 3.02±0.60 310.65±11.41 84.75±4.01 184.52±19.47 0.41±0.13 6.78±0.80 27.46±2.76
t 值 8.14 4.91 16.89 6.66 8.38 3.52 5.62 0.48
P 值   0.001   0.010     0.001   0.001   0.001   0.010   0.001   0.060

注 ：Hb 为血红蛋白，RBC 为红细胞计数，MCHC 为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V 为平均红细胞体积，PLT 为血小板计数，HCT 为血细胞
比容，WBC 为白细胞计数，MCH 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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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病原微生物感染等重大疾病，其检验结果可以

为临床医师制定诊疗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有利于

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3］。有研究报道，超过 60% 的

住院患者需要定期进行血常规检验，检测结果是判

断患者是否存在疾病、预测疾病发生风险、评估疾

病预后的重要辅助指标，可以指导医师为患者制定

或更换治疗方案［4］。陆雪冬等［5］比较不同贫血类型

孕妇的 Hb、RBC、MCV 等血常规指标，结果显示血

常规检测结果能有效反映妊娠期孕妇的贫血类型和

病情严重程度，可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近年来，随着医疗理念、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更

新，血常规检验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同时，

为了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保障患者生命健康，临床

对血常规检验结果准确度和灵敏度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目前采集血常规检验所需血液样本的方法主要

有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两种，有研究表明，不同采血

方法获得的血常规检验结果存在差异［6］。本研究

200 例行血常规检验的患者先后进行静脉采血和末

梢采血，经血液分析仪测定，结果显示静脉采血与末

梢采血取得的血常规指标存在较大差异，静脉采血

所得的 Hb、RBC、MCHC、MCV、PLT、HCT 结果均明

显高于末梢采血 ；静脉采血所得的 WBC 结果明显

低于末梢采血 ；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所得的 MCH

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崔楠楠［7］对 100 例

患者先后行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比较不同采血方

法测得血常规指标的差异，结果显示静脉采血所得

的 Hb、RBC、MCHC、MCV、PLT、HCT 结果明显高

于末梢采血 ；静脉采血的 WBC 结果明显低于末梢

采血 ；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所得 MCH 结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以上结果表明，除

MCH 外，静脉采血与末梢采血在其他血常规检验指

标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分析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在某些血常规检验

指标上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① 就采集的血液标本

来说，毛细血管血是末梢采血的主要血液标本，末梢

血的血流速度较慢，患者穿刺部位易附着血小板形

成血块，对血常规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同时末梢血

的采血量一般少于静脉血，在行末梢采血时，为获得

足够血液，患者的指尖部位会受到反复挤压，使血液

标本中混入其他组织成分，稀释标本，导致结果不准

确［8］。② 就采集血液标本的时间来说，静脉采血时

间短，可有效避免发生溶血，且使用此方法采血限制

少，所得血液标本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较为

准确 ；而末梢采血所需时间长，在采血过程中，患者

的指尖会不断受到按压，易导致患者出现血小板黏

附聚集，导致血常规检验结果出现偏差［9］。③ 就环

境温度和采血具体情况来说，末梢采血受患者体表

温度的高低、采血部位的不同、穿刺部位的深浅、工

具的挤压等因素影响较大，易使检验结果出现偏差；

而静脉采血受以上因素影响较小，可有效避免外界

的干扰，因此检验结果相对准确。④ 就血液循环方

面来说，末梢血的采血量少，血液循环不良，而静脉

血的采血量大，血液循环良好，静脉血成分与体循环

的组成成分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能真实、客观地反

映患者机体的血液状态，因此，二者检验结果存在差

异［10］。不同采血方式会使血常规检验的准确性受

到影响，患者行血常规检验时，选择静脉采血能获得

比末梢采血更为准确的检测结果。

 综上所述，不同采血方法所得血常规检验结果

存在差异，静脉采血的检验结果准确性高于末梢采

血，因此推荐临床使用静脉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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