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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静脉血与末梢血在血常规检验中的临床意义 

孙晶晶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临港医院  河北唐山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静脉血和末梢血常规的检查结果进行比较。方法 针对 106 例血常规检验者为对象，

样本来源于 2021 年 6 月，截止为 2022 年 5 月前来的患者，按照时间划分两个对比组，对照组为静脉血检测，观

察组为末梢血检测，对比血常规检查情况。结果 从检测上看，静脉血检验下的红细胞、血红蛋白指标为（3.87
±0.55）×1012/L 和（139.54±1.65）g/L，末梢血检验则为（3.44±0.43）×1012/L 和（105.44±5.89）g/L 对比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静脉血采集时间上为（55.63±11.42）s，在末梢血检测时间上为（32.35
±8.11）s，可见时间数据存在差异（P＜0.05）。结论 静脉血和末梢血都属于血常规检验的常用方式，且均有各

自的优势和劣势，如末梢血采集，用时更短，静脉血准确度更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安全、有效的采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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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venous blood and peripheral blood in routine blood tests 

Jingjing Sun 

Lingang Hospital, Caofeidian District, Tangshan, Hebei 

【Abstract】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compare the routine test results of venous blood and peripheral blood. 
Methods For 106 routine blood test patients, the samples were from patients in June 2021, until May 2022, two compa- 
rison group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control group is venous blood test, observation group is peripheral blood 
test, and comparative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Results Under the venous blood test, the red blood cell and hemoglobin 
index (3.87±0.55) were 1012/L and (19.54139.54±1.65)g/L, and the peripheral blood test were (0.43) 1012/L and 
(105.44±5.89)g/L, respectively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time of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was (55.63±11.42)s 
and (32.35±8.11) s, indicating a difference in the time data (P<0.05). Conclusion Both venous blood and peripheral 
blood are common methods of routine blood testing, and both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example, 
peripheral blood collection has shorter time and higher venous blood accuracy, so safe and effective blood collection 
method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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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是维持机体生理活动的基础，血常规是使用

频率较高的检测项目，通过血常规可以对多项实验室

参数进行了解，在血常规检查中可以对患者的细胞数

量、分布以及血液细胞形态进行反映，有助于对疾病

做出准确判断。血液从组成上看，包括了液体和有型

细胞，在当下的血常规检测方式中，末梢血的优势在

于价格低，操作简单，用时短，且患者的痛感低，但

是也存在一定的误诊率。静脉血采集则有较高的准确

率[1]。在采血工作中，静脉血和末梢血中的细胞组成并

不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在血常规检验中，其结果可能

存在差异[2]。且国内学者在血常规的检测价值上存在争

议，有的认为末梢血的应用价值高，也有的认为静脉

血检验价值更高[3]。故而，针对 106 例血常规检验者为

对象，样本来源于 2021 年 6 月，截止为 2022 年 5 月

前来的患者，按照时间划分两个对比组，结果汇报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 106 例血常规检验者为对象，样本来源于

2021 年 6 月，截止为 2022 年 5 月前来的患者，按照时

间划分两个对比组，对于对照组患者，年龄 6 岁～76
岁，中间值（35.17±7.99）岁，其中男性病例数为 27
人，女性病例数为 26 人。观察组患者，年龄为 5-70
岁，平均年龄为（34.78±8.21）岁。两组患者来自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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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骨科、心脑血管科、消化科、内分泌科等不同科

室。实验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开展。 
纳入标准：患者无重大疾病且自愿接受检查，同

时签署了实验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有严重心脑系统、肝肾系统疾病，器

质性功能紊乱以及意识障碍的患者，近期有进行外伤

手术者。 
1.2 实验方法 
所有参与者参与两种采血方式，对照组采集静脉

血，观察组采集末梢血。 
两组检测人员经接受过严格的采血培训，且工作

经验超过三年，血液样本统一送检，防止对标本造成

污染，并使用血液分析仪进行检测。设立采血等候区，

提供座椅，方便受试者等候及按压止血休息时使用。

具体方式如下。 
在静脉血采集上，患者为坐位，并确定肘中静脉

深处的血管，采用酒精进行消毒后，可进行 2ml 的采

集，采集后将其加入到抗凝管内，充分摇匀。 
在末梢采血上，在手指处进行采集，血量在 40ul，

随后将其加入在 160ul 的 EPK 稀释液中，充分摇匀。 
随后将两种采集方式下的血液送检进行比较。 
1.3 评价标准 
（1）对血液检测的指标进行分析，包括了红细胞、

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红细胞平均体积，血小板，

白细胞等。 
（2）将记录采血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经 SPSS20.0，t 对计量资料（ sx ± ）检

验，χ2
对计数资料[n（%）]检验。若 P＜0.05，提示差

异显著。 
2 结果 
从检测上看，静脉血检验下的红细胞、血红蛋白

指标为（3.87±0.55）×1012/L 和（139.54±1.65）g/L，
末梢血检验则为（3.44±0.43）×1012/L 和（105.44±
5.89）g/L，此外，血小板计数、红细胞比容等指标数

据会高于末梢血常规检查。但是在白细胞指标中则低

于末梢血常规检查，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1 所示。 

表 1  患者在不同采血模式下的血常规指标检查结果（ sx ± ） 

组别 红细胞（×

1012/L） 血红蛋白（g/L） 红细胞比容

（%） 
红细胞平均体

积（g/L） 
血小板计数

（109/L） 
白细胞

（109/L） 
静脉血检验 3.87±0.55 139.54±1.65 11.23±2.13 92.34±5.45 224.34±25.43 6.43±1.23 

末梢血检验 3.44±0.43 105.44±5.89 5.34±1.56 83.43±4.21 201.23±28.90 6.34±0.88 

t 6.341 57.397 22.969 13.302 6.181 0.613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541 

 
与此同时，在静脉血采集时间上为（55.63±11.42）

s，在末梢血检测时间上为（32.35±8.11）s，可见时间

数据存在差异（P＜0.05）。 
3 讨论 
血常规属于常见的检查项目，操作简单，能够对

多种疾病进行提示，在各个医院均得到了广泛推广[4]。

血液和人体的健康息息相关，不仅起到了运输的功能，

还能调节液体水平以及内环境的稳定，由此血常规能

够提供人体内部的信息[5]。血常规指的是通过对血细胞

数量的观察以及形态分布来判断血液情况，随着检验

技术的现代化和自动化发展，能够更准确地分析相关

数据[6]。值得注意的是，医护人员也应当提升个人操作

能力，确保采血工作按照流程执行。在实际的检验过

程中，血常规结果会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使误诊的

概率加大，甚至是导致严重的医疗事故。因此，医院

对于血液检验给予了高度地重视，要求加强血常规检

测质量的控制，严格监督血液检测的每个环节，发现

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之后进行针对性地整治。在血常

规的检验过程中要注重每个环节，提高检验的准确性
[7]。在血常规检验中，采用不同的形式所得的结果有所

差异，为了进一步探索有效地检测方式，故开展了本

次调研。 
末梢血采集时候使用棉签进行消毒，在采血的时

候也会存在纤维或者杂质进入到血液从而造成结果误

差，末梢血的组成包括了细胞内液、毛细血管血、动

静脉血等，这些会对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末梢血采

集过程中，由于血管管径相对狭窄，且局部皮肤的温

度有可能偏低，最终导致结果不够准确[9]。即末梢血多

在于指尖耳垂等部位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且多

来自毛细血管，血量少，难以开展重复性检验，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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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相对较高[10]。与此同时，在采集末梢血的时候，

也会由于血液标本不足进行指尖的挤压，以便于收集

血液，但是也会损害血小板，引起聚集，故而降低数

值。此外，WBC 以及 MCV 在采集中，也会由于局部

温度变化而出现水平值上的波动。 
而静脉血采集的部位是肘静脉不存在以上问题，

受外界环境的干扰相对小，血液采集量多，能够降低

误差。静脉采血相对更稳定，采集到的样本数量更多，

结果更准确，同时能够真实地反映患者的血液循环和

血液环境，可直接反映血小板、血红细胞等[8]。此外，

静脉血由肘部取出，检测的稳定性相对较高，并且能

够避免血液在采集过程中受操作因素的影响。在综合

分析下，我们认为静脉血在血常规检验中的应用价值

更高，但是也需要注意避免和上次采血部位一致的操

作。 
随着当下医疗技术的发展，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得到广泛应用，在各种类型的疾病分析中，多有血常

规检验项目。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也对采集的情况进

行了归纳分析。在静脉血采集中，最佳的位置为肘静

脉，而末梢血的最佳采血点则为手指尖。在检测过程

中，末梢血的劣势在于无法全面地对血液情况进行反

馈，且结果具有不稳定性，当有偏差时，则不利于医

师对疾病做出判断。从人体血液成分中看，细胞因子

和血细胞都十分重要，通过血常规检查，可以对血液

成分做出准确的分析，由此来判断身体状态。在采血

中，静脉血的循环速度快，也便于采集，不容易受到

外界因素的变化而有不利影响。但是，在末梢血的采

集中，对于身体血液循环变化无法做出直接反馈。特

别是有些检查需要较多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如果采

用末梢血则需要多次采血，静脉血则可以规避这一问

题，还有助于降低交叉感染率。值得一提的是，对于

婴幼儿群体在采血上也具有特殊性，可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更适合于儿童的方式进行血液采集。结合本次调

研可见，末梢血的采血速度更快，但是在结果上与静

脉血存在些许差异。 
综上所述，采用静脉血和末梢血都属于血常规检

验的常用方式，且均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末梢血采

集，用时更短，但静脉血采集几乎不受外界因素的影

响，检测准确度更值得信赖，故而，应当结合实际情

况选择安全、有效的采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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