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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极大地降低了检验工作者的劳动强

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作者认为即使应用再高档的血细胞分

析仪也不能完全代替显微镜手工分类镜检)仪器的计数性能

再好#对异常形态细胞的检测也只能起到过筛作用#要坚决反

对用了血细胞分析仪后就一律不做显微镜手工分类镜检的错

误倾向#对于仪器提示异常或临床上高度怀疑细胞形态有异常

的标本均应进行显微镜手工分类镜检#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

和杜绝误诊/漏诊病例的发生#给临床提供更真实/更准确的相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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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放置时间对血常规测定结果的影响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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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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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
.cB21f

"

抗凝静脉血样品放置时间对
X.fA"""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的影

响%方法
!

随机选择来自信阳市中医院的以
.cB21f

"

抗凝的静脉全血一人次
(

份!分别在即刻"

&

$'

!

'

"

'

?

'

$

'

(

'

!"

'

"?H

各取
!

份在
X.fA"""f

五分类血细胞计数仪上检测%结果
!

在室温"

"&

#

"%i

$条件下!不同时间保存的

标本!其结果有明显的差异%结论
!

静脉血样品应尽量在
!H

内测定完毕%

"关键词#

!

静脉血#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放置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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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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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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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常规检查过去常采用皮肤采血#其主要缺点是易于溶

血/凝血和可能混入组织液)皮肤采血检查结果重复性差/易

发生凝块#现在多已改用静脉采血*

!

+

)随着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在全国各级大小医院检验科的逐步普及#采用静脉血的意义

也已为大家逐步接受)但在各大中型医院由于每天标本量比

较多#在检测及时性方面不能保证)为探讨静脉血放置时间对

X.fA"""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的影响#作者做了

本次试验#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光电
X.fA"""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及原装配套试剂#实验前该仪器已校准)

$#/

!

标本
!

选取本院经
.cB21f

"

抗凝的静脉全血一人次
(

份#测定前按说明书要求充分混匀)

$#'

!

方法
!

抽取用
.cB21f

"

抗凝的静脉全血用
X.fA"""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定时测定#以观察标本存放时间对测定结

果的影响)

$#1

!

判定标准
!

以即刻$

&H

&的测定结果为基准#其他时间点

的测试结果与之比较#以白细胞参数变化率大于
'\

/红细胞参

数变化率大于
"\

和血小板参数变化率大于
%\

为有意义*

"

+

)

/

!

结
!!

果

不同时间内
X.fA"""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室温下的

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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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间段各项血指标的测定结果

检测项目
&H !H "H ?H $H (H !"H "?H

da)

$

_!&

0

"

+

&

?#" ?#' ?#" ?#" ?#' ?#' ?#" ?#"

3a)

$

_!&

!"

"

+

&

?#?? ?#?( ?#?( ?#?% ?#?% ?#?0 ?#?0

?#'%

"

5N

$

O

"

+

&

!"( !'& !"0 !'& !"0 !"( !"0 !"(

5KG\ '$#0 'A#! 'A#& '$#( 'A#! 'A#? 'A#% 'A#$

X)Y

$

I+

&

('#! ("#( ("#$ ("#A ('#? ('#' ('#%

($#?

"

X)5

$

;O

&

"(#( "0#& "(#( "0#" "0#& "(#% "(#A "0#?

"

X)5)

$

O

"

+

&

'?A '%& '?0 '%' '?( '?" '??

'?&

"

3cd\ !'#% !'#? !'#' !'#' !'#% !'#$ !'#? !'#%

/+B

$

_!&

0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X/Y

$

I+

&

%#& $#!

""

!

$#&

""

!

$#"

""

!

$#'

""

!

A#&

""

!

$#$

""

!

A#$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XDM)8LJ

!

XF*KH"&!!

!

YC8#(

!

ZC#%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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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时间段各项血指标的测定结果

检测项目
&H !H "H ?H $H (H !"H "?H

Z.>B\ %%#%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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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X4Z\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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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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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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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7X\ '$#' '$#"

,

'$#0

,

'(#?

,

'0#!

,

'(#'

,

'0#(

,

%?#%

,

!!

注!与
&H

比较#

"表示红细胞参数变化率大于
"\

%

""表示血小板参数变化率大于
%\

)

,表示白细胞分类随放置时间延长)

Z.>B

呈逐渐下

降趋势#

+7X

/

X4Z

呈逐渐上升趋势)

da)

指白细胞#

3a)

指红细胞#

5N

指血红蛋白#

5KG

指血细胞比容#

X)Y

指平均红细胞体积#

X)5

指平

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X)5)

指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3cd

指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B

指血小板计数#

X/Y

指平均血小板体积#

Z.>B

指中性粒细胞#

X4Z

指单核细胞#

+7X

指淋巴细胞)

'

!

讨
!!

论

血常规检测是临床检验中常规的检验项目之一#所以其标

本量较其他项目也相应更多一些#有时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标本

不能及时检测或及时送检)作者在本次实验中使用日本光电

X.fA"""f

五分类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选择了
!'

项作

为观察指标)白细胞参数方面!各标本
da)

测定值
"?H

内基

本稳定#变化率小于
'\

#而对于
da)

分类#因中性粒细胞/淋

巴细胞/单核细胞直接计数的量较少#只要发生微小的变化#就

会影响分类构成比*

'

+

#表现为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中性粒细

胞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例呈逐渐上升

趋势#这与乐家新和丛玉隆*

"

+的报道相一致)红细胞参数方

面!

5N

/

5)B

和
3cd

在
"?H

内基本稳定#变化率小于
"\

#

3a)

/

X)Y

/

X)5

/

X)5)

在
!"H

内保持稳定#

"?H

有所变

化#变化率大于
"\

)这可能是红细胞本身能量代谢方面的原

因#随着时间的延长#血浆中的葡萄糖减少#维持红细胞形态所

必需的各种泵的运转因能量供应中断而停止#不能维持红细胞

自身的正常渗透压或形态#导致红细胞的体积随着葡萄糖的消

耗殆尽而增大#

X)Y

也明显增大#随后#部分红细胞膜破裂导

致红细胞计数轻度减少*

?

+

)血小板参数方面!与
&H

比较#

/+B

/

X/Y

在
!H

时有很明显的变化#变化率大于
!&\

#这可

能与血小板的可逆性聚集有关)

综上所述#在室温条件下#

X.fA"""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所用的抗凝血标本在白细胞计数和红细胞参数方面
!"H

内

变化没有临床意义#但在血小板参数方面
!H

已经有明显变

化#且在白细胞分类方面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变化越来越大)

所以#为了保持血常规检测中各项指标特别是血小板参数的稳

定#在获得标本的
!H

内应尽量完成检验#以保证检验结果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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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分析

普永冰!郭丽红!张
!

丽"云南省玉溪市中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幽门螺杆菌"

5/

$感染人群的
5/

分型情况及分布情况!探讨其临床治疗%方法
!

利用免

疫印迹法判断
5/

感染类型%结果
!

在
5/

感染人群中以
+

型
5/

现症感染为主!其中男
$(

例!女
"0

例!共
0A

例!

占感染人群
%0#(\

%在可溶性幽门螺杆菌抗原"

,15/

$'细胞毒素相关蛋白"

)F

O

2

$'空泡细胞毒素
2

"

YFK2

$'尿素

酶
a

"

>*Da

$'鞭毛蛋白"

b+2

$'尿素酶
2

"

>*D2

$

$

项检测带中!阳性阴性组合模式有
"&

多种!最常见的以
5/

+

型

现症感染模式多见!男性感染
5/

情况大于女性"

L

&

&#&%

$%结论
!

在玉溪市
5/

感染阳性患者中以
+

型
5/

现症

感染多见!占
5/

抗体阳性
%0#(\

%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5/

抗原抗体检测出现
"&

多种组合模式中!常见模式

中的男性感染明显高于女性"

L

&

&#&%

$%患者经临床治疗后!抗原抗体检测模式发生变化!根据一些抗体检测变化

可预测胃病的严重程度!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

"关键词#

!

幽门螺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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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由于人们生活习惯改变及周围

环境的污染因素#消化系统疾病逐年增多)幽门螺杆菌$

5/

&

感染发生率农村人群高于城市*

!

+

#与社会经济/卫生状况密切

关系*

"

+

)本文主要探讨
5/

感染人群的
5/

分型情况及实验

室检测抗原抗体模式分布/临床治疗后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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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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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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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者为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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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

住院及门诊有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患者)在接

受免疫印迹法检测的
"0?

例中#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

$#/

!

试剂和原理

$#/#$

!

试剂
!

上海元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5/

免疫印迹

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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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盒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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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洗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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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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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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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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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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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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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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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原理
!

先将幽门螺杆菌的混合抗原用十二烷基硫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XDM)8LJ

!

XF*KH"&!!

!

YC8#(

!

Z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