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血化验什么时候需要空腹？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曾绍妤

一天，一位老先生怒气冲冲地拿着体检

结果走到前台：“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检查结

果都不准。我以前体检，血脂从来都不高，怎

么到你们医院一查，就高了呢？”

听到这样的质疑声，我们一面安慰老者， 

一面找出老先生保存的血液标本进行查对，发

现上面的血清并不是淡黄色的、透明的、清澈

的，而是像“奶油”一样浑浊的、呈乳白色。

带着血脂正常结果的标本，我们向老师傅展

示了这管“奶油”标本，并告诉老师傅这叫

乳糜血，让老师傅想想自己吃了什么再体检。

老先生连连赔礼道歉，低头不语。原来，体

检前一晚，他喝了不少酒，因为家人过生日，

全家聚会，喜上加喜，胡吃海喝。想来想去，

第二天一查，血脂指标不超标才怪。                         

这样的例子在体检中心很常见，但凡到

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知道，当天申请的化验

项目，一般都会要求在第二天早晨空腹抽血

检查。通过抽血检验，医生可以评估身体各

项指标的情况，作出正确的诊断。不过，很

多人想不明白，为何要空腹验血呢？哪些项

目必须空腹检查？其实这是要根据检查项目

来判断的，某些检查项目就不用空腹。

空腹采血注意事项

空腹采血是指空腹 8 h 后，在早上开始

取标本。采血选择每次固定的时间，也便于

对结果进行比较，避免了检查结果受到膳食

成分的影响，也避免了白天身体活动的影响。

空腹时间过短，不能较好排除饮食和活

动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空腹时间过长，还

会影响化验的准确性，白天 8 h 不吃东西，

也不能称为空腹。饥饿状态下，可能导致某

些测定值偏高或偏低的现象。有文章说 , 空

腹 24 h 以上应属于饥饿状态，血清胆红素增

加，酮体增高，血糖值变低，甘油三酯、游

离脂肪酸增加。

空腹不等于不喝水，受检者可少量饮水，

但不要饮用咖啡、茶水、饮料等。大量喝水

会造成血液稀释，造成错误的化验结果。

空腹也不等于不吃药。用少量开水送药，

对高血压、哮喘、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

来说，不会太影响检查。

有些需要空腹抽血化验的患者为了追求

更“准确”的检查结果，前一天提前吃晚饭

甚至不吃晚饭，直到第二天检查完才进食，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空腹超过 15 h，就是空

腹过量，过量的空腹会让身体产生饥饿感过

度，从而造成化验结果的异常。

空腹采血的原因

空腹采血可避免饮食因素干扰结果。空

腹时血色泛黄，清澈透亮。如果像那位老先

生那样，头天晚上吃了大鱼大肉之类的油腻

食物，食物消化后产生的大量乳糜颗粒很快

就会被吸收到血液中，这时血液也会随之“浑

浊”。这样的检验，必然会造成甘油三酯含

量的明显上升。

同时，由于生物周期的改变，采血时间

的不同会对人体某些项目的检查影响较大，

出现结果不准确的现象。空腹抽血对保持测

定时间一致是有帮助的，这样检测出来的结

果也比较可靠。

空腹检查项目

需要空腹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1）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空腹C-肽等。

（2）血脂检查，如胆固醇总量、甘油三

脂等。食物中的脂肪经小肠进入血液，在进食

后特别是饱食后，三酸甘油酯的含量明显增加。

（3）血液流变学（血黏度）。

（4）骨代谢标志物，如骨钙素、Ⅱ型

胶原蛋白基端肽、特异序列、骨碱磷酸酶等。

（5）比浊法检测项目，如免疫球蛋白、

类风湿因子、抗“O”等。这是为了防止血

清对结果的影响，要求空腹抽血。

（6）肝功能检查，如反映肝脏代谢的

物质，由于饮食方面的作用较大，需要患者

空腹检查。

（7）饮食、运动影响较大的尿素氮、肌酐、

尿酸等肾功能相关检查需要空腹。

温馨小贴士

并非所有项目都要空腹抽血。血常规、

凝血功能、丙艾梅、乙肝三系统等项目是不

需要在空腹的时候抽血的，但是在饮食上也

要注意清淡。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一些

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来说，有些人担

心服用的药物会影响到体检的结果，在体检

当天擅自停药，其实这样也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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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儿童的身体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因此

更容易受到感冒、流感等疾病的影响，导

致咳嗽的发生。咳嗽的发病率在四季中均

可发生，但是冬春季和秋冬季节是高发季

节，西医将咳嗽视为一种症状，治疗应对

症状原因进行治疗。中医药则对咳嗽的治

疗有着独特的认识和经验，今天就来了解

一下中医如何治疗小儿咳嗽。

中医对咳嗽病因的认识 

外邪内伤、久病耗伤 小儿咳嗽是儿

童常见的病症，咳嗽的原因大多是感受外

邪和内伤饮食、久病耗伤等。根据不同的

病因，咳嗽可以分为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

外感咳嗽包括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风寒

咳嗽主要是由寒邪侵入肺部引起的，风热

咳嗽则是由热邪侵入肺部引起的。内伤咳

嗽包括痰湿咳嗽、痰热咳嗽、阴虚咳嗽等

几种，痰湿咳嗽是由体内湿气太重、痰液

积聚所引起的，痰热咳嗽则是由体内热气

太盛、痰液发热所引起的。

肺失宣肃，脾胃损伤 咳嗽病变部位

在肺，常涉及脾，病理机制为肺失宣肃。

肺是人体的娇脏之一，主要功能是宣肃降

清，上连咽喉，开窍于鼻，外合皮毛，主

一身之气，司呼吸。外邪从口鼻或皮毛而

入，邪侵于肺，肺气郁闭，肺失宣肃而发

生风寒或风热咳嗽。

咳嗽的治疗主要体现在宣肺及肃肺两

个方面，对于肺失宣肃的病理机制，宣肺

即为疏通肺气，使之顺畅流通，肃肺则是

清除痰湿，以达到使肺清肃的目的。小儿

脾常不足，饮食不节，损伤脾胃，脾失运化，

痰湿内生，上贮于肺，肺失清肃以致痰湿

咳嗽，因此，针对脾胃的调理也很重要。

辨证需要在辨病的前提下进行

咳嗽是一种常见的症状，其引起原因

很多，中医治疗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在

明确病因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辨证论治。

因此，在小儿咳嗽的治疗中应该使用辨病

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在明确病因的基础

上进行辨证加减用药治疗。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其症状包括咳

嗽、喉咙干燥、喉咙疼痛等。这种疾病的

治疗需要针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例如感

冒、鼻炎等。中药可以用于治疗上气道咳

嗽综合征，例如，清肺利咽汤加减可以用

于治疗痰热壅肺、上攻咽喉的症状，它含

有苦杏仁、桔梗等成分，可以清肺利咽，

化痰止咳。

咳嗽变异型哮喘 咳嗽变异型哮喘急性

期多由风邪犯肺、肺气失宣、气道挛急等

因素引起，因此，治疗时应以疏风宣肺、

降气缓急为主要方针，麻黄、杏仁、苍耳

草、紫菀、款冬花、炙枇杷叶、地龙、蝉衣、

僵蚕和苏叶等，都具有疏风宣肺、降气缓

急的功效，可用于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的

急性期。

胃 - 食管反流性咳嗽 胃 - 食管反流

性咳嗽主要是由于肝胃气机失司，肺失清

肃引起的，这种咳嗽常常与胃酸逆流有关，

会导致胸口不适和呕吐感。因此，治疗

胃 - 食管反流性咳嗽的方法主要是抑肝清

热、降逆和胃，左金丸合旋覆代赭汤是一

种常用的方子，可以清肝泻火、降逆和胃，

这个方子的主要成分是左金丸和旋覆代赭

汤，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缓解胃 - 食管反

流性咳嗽的症状。

小结

总之，中医药对咳嗽的治疗有着独特

的认识和经验，强调辨证论治，即根据患

者的具体体质和病情，进行个性化的治疗，

小儿咳嗽的治疗需要根据病情不同的证型

进行相应的中药治疗。同时，还需要根据

年龄、体质等因素进行合理地用药，避免

药物不当引起的不良反应。

近百年来，医学技术高速发展，各类

新型抗菌药物不断被专家们研制出来，但

即便如此，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

仍居高不下。而感染性疾病在病原上的巨

大变化是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关注感

染性疾病病原诊断，找到合适的细菌性疾

病诊断方法并提供诊疗依据，是微生物工

作者、临床医务工作者们当下的首要任务。

在细菌性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微生物检验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向大家介绍

一下什么是微生物检验。

目的

在临床上，对感染性疾病进行诊断时，

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病原，而这离不开微

生物检验。通过微生物检验还能够为临床

用药提供参考依据，进而可提升用药后的

治疗效果。此外，通过微生物检验还可以

帮助临床医师掌握耐药等关键信息。随着

微生物检验技术、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微

生物检验能够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更为科

学、准确的参考依据。

工作流程 

具体来讲，微生物检验工作流程中有

5 个重要环节，依次是采集待检验标本、镜

检、分离培养、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工作任务及重要性 

通过微生物检验，医师能够更为全面

的了解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特征，以此为

基础开展的诊疗工作会更具针对性，临床

疗效也会更佳，可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监控医院内感染  利用微生物检验对

院内感染进行监控，可有效降低医院内感

染发生风险，利用微生物开展感染监测时

的内容较广，包括对感染患者的统计、对

消毒灭菌质量进行监控、分析潜在危险因

素以及对重点病区进行重点监控、对感染

者和医护人员及其所处环境进行消毒、隔

离等。

监测细菌耐药性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较而言，我国对于细菌耐药性的监测工作

仍存在较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我国的

微生物检测用于监测细菌耐药性的应用范

围较小，因此缺乏规范性及连续性。要想

实现对细菌耐药性的全面监测，不仅要在

全国各级医院内开展监测工作，还需要辅

助相关部门对当地进行区域性监测，这样

能实现和国际接轨，并有助于信息的交流

和共享。

可以提高临床使用抗菌药的合理性  在

我国，抗菌药滥用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也

是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的重要原因。传统

的细菌学检验更注重细菌学报告的准确性，

而对于临床实际疗效的关注度不高。而微

生物检验可对病原微生物对抗菌药的敏感

性进行检测，进而能够预测不同种类抗菌

药物对此病原微生物的效果。这在指导临

床用药、提高抗菌药物治疗效果、减少抗

菌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减轻患者经济负

担等方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临床医疗提供咨询服务  目前，临床

微生物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许

多新的传染性疾病因新的病原体感染造成。

而人们对于新出现的传染性疾病认知不够

准确。因此，对于这些新的传染性疾病，

不论在预防，还是在治疗方面的准备也会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加上人类对于新出现

的病原体抵抗力不足，就会造成大范围的

传播、感染，给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通过微生物检验，可对这些新的病

原体进行检测，并且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和

总结，进而帮助临床诊疗有据可依，能够

提高临床上对于这些新型传染性疾病的诊

疗效果。

检测耐药菌  微生物检验可以对耐药菌

进行检测，对常见致病菌的耐药情况进行

监控，定期向上级部门通报监测结果，有

利于提高临床合理用药率、降低致病菌的

耐药性。

中医治疗小儿咳嗽
▲ 河南省中医院  赵文锦

一文了解微生物检验
▲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九〇三医院  尹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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