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K

处通过接骨板或单独在踝关节充分背伸时由外向内横

行钻孔#拧入
"

!

%

枚加压螺纹钉#长度以通过胫骨外侧皮质为

宜#再依次上好其余
:

或
!

枚普通螺钉+固定外踝及胫腓下联

合的螺钉不能穿过关节面+以内踝为中心作内侧弧形切口#暴

露三角韧带和内踝#注意内侧踝穴是否有如三角韧带断裂嵌

入#对断裂软组织缝线悬吊#复位内踝后#在内踝尖端偏外与胫

骨纵轴成
7!k

角钻孔#再拧入
"

根加压螺钉+放松止血带#止血

冲洗创口+检查关节活动度正常及内固定稳妥后#再次
3

臂
_

线机透视踝关节结构正常后#修复关节囊及撕裂的韧带#关闭

创面#放置引流条#无菌包扎+以小腿石膏托或外固定
5

周+

/

!

结
!!

果

!5

例患者均获随访#时间
#

!

%5

个月+骨折愈合时间
"$

!

%"

周+本组
!7

例患者下胫腓固定螺钉均在术后
#

周取出+

根据美国足踝外科学会$

-b6X-1

%制定的踝后足功能评分标

准#

&5

!

"$$

$

##\:8#

%分为疗效满意+未发生骨不连+患者均

恢复行走能力#

:5

例能够正常活动+患者中有
%

例因故未能

及时取出下胫腓固定螺钉于术后
"

年发现断裂+

'

!

讨
!!

论

'8$

!

三踝骨折手术指征)

%

*

!

$

"

%闭合复位失败($

%

%后踝骨折

大于胫骨远端关节面
"

"

7

!

"

"

:

($

:

%外踝及距骨向外移位
%

KK

以上者($

7

%垂直压缩型骨折$

2IL@B

骨折%($

!

%开放性骨折

脱位+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尽早手术治疗+顺序上采用先后

踝#再行外踝和内踝的复位固定#避免影响对胫骨的后侧关节

面的解剖复位+

'8/

!

手术入路

'8/8$

!

结合
_

线片及
3?

资料选择手术入路
!

后踝骨折块偏

向外侧#应选择外后侧入路#经腓骨肌间隙入路暴露后踝#若难

以暴露#可外翻腓骨(后踝骨折块偏向内侧#则采用后内侧入

路#并方便检查三角韧带(直视下解剖复位后是手术的关键+

'8/8/

!

三踝骨折复位内固定治疗)

:

*

!

需在踝关节的内,外,后

:

面进行显露#先行外踝及下胫腓联合复位固定#再行后踝和内

踝骨折复位固定+经先行处理后#内,外踝骨块已部分复位#便

于复位固定+下胫腓联合的螺钉进钉点及方向是固定的#不能

改变#在复位固定后踝及内踝时#如固定下胫腓联合的螺钉有阻

挡#钻孔方向可改变#固定效果不受影响+注意其内踝骨折的复

位和固定应以前侧和关节面侧骨折线的对合平整为标准+

'8'

!

下胫腓联合分离的处理

'8'8$

!

产生下胫腓联合分离有以下
:

个方面)

7

*

!

$

"

%踝关节

内侧结构损伤$内踝骨折或三角韧带损伤%使距骨向内后外后

旋转移位($

%

%下胫腓全部韧带或下胫腓前,骨间韧带损伤#下

胫腓后韧带损伤致后踝撕脱性骨折($

:

%胫腓骨间膜损伤!合并

以上两条后#下胫腓联合分离显现+

'8'8/

!

术中应用
3

臂
_

线透视#结合临床判断下胫腓联合稳

定及是否需要固定#应注意!术中发现内侧副韧带全层断裂,下

胫腓分离试验腓骨外移大于
7KK

#应力试验中下胫腓分离大

于
7KK

)

!

*

#则需
"

!

%

枚加压螺钉固定下胫腓联合#要求枚螺

钉平行勿交叉固定#术后外固定
5

周可使三角韧带以瘢痕修复

一定强度+

#

周后先行取出下胫腓固定螺钉行下地负重行走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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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新鲜全血对多台血细胞分析仪的比对评价

王虹娟!朱根华!杨媛魁!王福刚!孔
!

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7$$$

#

!!

"摘要#

!

目的
!

采取不同浓度新鲜全血!对多台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使不同血细胞分析仪之间的参数具有

可比性$方法
!

用
3ba/?.41?Y1

血细胞分析仪作为靶机!对不同浓度新鲜全血进行定值!分别对
3ba/?.4

(W_

和迈瑞
)3!!$$

及迈瑞
)3:$$$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结果
!

:

台血细胞分析仪比对前偏倚超过允许范

围的参数占
#8'9

"

7

'

7!

#!调试后比对偏倚超过允许范围的参数占
%8%9

"

"

'

7!

#$结论
!

比对后参数之间可比性增

加!提高了不同仪器间检测结果的水平$

"关键词#

!

不同浓度新鲜全血%

!

血细胞分析仪%

!

比对
!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7!!

"

%$""

#

$#6$'#'6$:

!!

目前大多数医院拥有多台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血细胞分

析仪#为了提高各台仪器参数的可比性)

"

*

#作者采用不同浓度

新鲜全血对多台仪器定期进行比对试验#通过比对后调试仪

器#提高了仪器间各参数的可比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

材料和方法

$8$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YW-,3ba/?.4

公司生产的

(W_

血细胞分析仪+国产迈瑞
)3!!$$

,

)3:$$$

各
"

台#共
:

台血细胞分析仪#使用其配套的试剂+

$8/

!

方法

$8/8$

!

标本采集
!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6Y

%

%真空采

血管采集门诊及住院患者血红蛋白$

(M

%,白细胞$

[)3

%,红细

胞$

4)3

%,平均红细胞体积$

W3*

%,血小板$

2/?

%高,中,低
:

个不同浓度全血
!K/

$抗凝浓度
"8#

!

%8%K

=

"

K/

%+在
%H

内完成定值测定#

7H

内完成
7

台血细胞仪的比对试验#及比对

后的验证试验+

$8/8/

!

新鲜全血的定值测定
!

以
1?Y1

血细胞分析仪作为本

实验的靶机#该机由
).YW-,3ba/?.4

公司技术人员每年

采用配套的校准品校准#每年校准
"

次并出示校准报告+室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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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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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GMWDC3LIB

!

-

S

EIL%$""

!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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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采用
).YW-,3ba/?.4

生产的高,中,低
:

种浓度

定值全血对仪器进行控制+要求室内质控在控+

将高,中,低
:

个不同浓度新鲜全血
!K/

#在靶机
1?Y1

血细胞分析仪上连续测定
!

次#计算各参数检测均值为新鲜全

血的定值+

$8/8'

!

比对仪器分析前的准备
!

日常按照每台仪器使用说明

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每日本底通过#每日室内质控品采

用
).YW-,3ba/?.4

生产的高#中#低
:

种浓度定值对仪

器进行控制+

比对时充分冲洗
(W_

,

)3!!$$

,

)3:$$$

血细胞分析仪#

然后侧其试剂空白#本底必须符合要求#再取一份全血检测其

(M

,

[)3

,

4)3

,

W3*

,

2/?

的变异系数$

,T

%值#明确仪器性

能精密度在允许范围#然后进行比对试验+

$8/81

!

判断标准
!

室内质控允许
3*9

分别是
[)3

&

!9

4)3

&

%9

,

()

&

%9

,

W3*

&

:9

,

2/?

&

"$9

)

%

*超出上述范

围#计算新的比对系数并重新设置输入仪器+

$8/82

!

血细胞分析仪的比对
!

取与定值的同一份全血颠倒混

匀#在
:

台比对机上分别连续测定
!

次#计算其均值与定值之

间的偏倚+

偏倚
Z

$靶值
Q

均值%"靶值
f"$$9

#新的比对系数
Z

旧的

比对系
f

定值"检测值+

$8/8)

!

实验数据采集
!

取新鲜不同浓度全血
:

份别为高,中,

低值样本+对每台仪器所选
!

个项目样本分别连续测定
!

次+

计算其均值与定值结果的偏倚+

/

!

结
!!

果

比对前各仪器测得新鲜全血的结果比对分析+见表
"

,

%

+

表
"

!

比对前各仪器测得新鲜全血的结果比对分析

仪器
[)3

$

f"$

'

"

/

%

均值 偏倚

4)3

$

f"$

"%

"

/

%

均值 偏倚

()

$

;

"

/

%

均值 偏倚

W3*

$

X/

%

均值 偏倚

2/?

$

f"$

'

"

/

%

均值 偏倚

(W_ 785: :8:" :85" $8!! #"8#$ $85$ &"8%$ "8"" ::'8$$ 78!$

""8%$ :87:7 785% "8"' "!%8:$ "8"$ ##8$$ $85& "%%8$$8 #8%#

&8:% :8$" %8"% $8': """"$ $8#$ '58#$ $8&" "!'8$$ 78&'

)3!!$$ 78'$ Q%8!" :8!% :8$: #%8'$ Q$8&% &%85$ Q$8#: :::8$$ 58"'

"%8%$ Q!8"&

"

785" %8"% "!&8%$ Q%8$&

"

##8$$ $85& "%'8$$ :8$$

&8#& Q78:& %8"$ "8#5 "":8'$ Q"85' '58'$ $85" "!#8$$ !8:#

)3:$$$ 78!: !8%:

"

:85' Q"85! #"8%$ "8:: &"8$$ "8:# :"%8$$ "%8"$

"

""8"$ 78:" 785# $85: "!%8"$ "8%: #'85$ Q"8"% "%#8$$ :8&!

&8%" %87% %8"$ "8#5 ""%85$ Q$8!: '58!$ "8$% "5$8$$ 78"'

!!

注!

"偏倚超出允许范围+

表
%

!

比对后各仪器测得新鲜全血的结果比对分析

仪器
[)3

$

f"$

'

"

/

%

均值 偏倚

4)3

$

f"$

"%

"

/

%

均值 偏倚

()

$

;

"

/

%

均值 偏倚

W3*

$

X/

%

均值 偏倚

2/?

$

f"$

'

"

/

%

均值 偏倚

(W_ 785! %8&% :857 Q$8"$ #%8$$ $8:$ &"8$$ "8:' ::%8$$ Q587&

""8:$ :8:$ 785! "8%& "!%8$$ "85$ ##85$ %8$' "%58$$ !8&#

&8:$ :8"% %8"5 Q$8&$ ""%8%$ Q$8"& '58%$ "8%# "!58$$ 587&

)3!!$$ 785" :8!5 :8!' "8%7 #"8!$ $8'" &:8$$ Q"8:$ ::$8$$ &8$7

""8:$ %8#$ 7857 "87' "!78$$ $8:5 ##8%$ $87! "%#8$$ :8'$

&8"& 78#7 %8"% $8': """8$$ "8&$ '587$ "8$# "!%8$$ '8"&

)3:$$$ 785: :8": :855 Q$8#% #"85$ $8&$ &"8:$ $8'& :"'8$$ "$8"$

"

""8'! Q:8$" 78&' Q"85' "!:8$$ $85! #'8"$ $8!5 ":58$$ Q%8%!

&8:" :8$! %8"% $8': ":8$$ Q$8#' '58"$ "87: "&$8$$ Q"8&'

!!

注!

"偏倚超出允许范围+

'

!

讨
!!

论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就医者要求提高#医院工作量不断

放大+大多数医院都拥有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多台血细胞分

析#其检测原理及试剂性质也不相同#部分仪器间可造成结果

的差异#通过新鲜全血的比对#提高检验结果的一致性)

%

*结果

表明#

:

台血细胞分析仪 比对前偏倚超过允许范围的参数占

#8'9

$

7

"

7!

%#比对后偏倚超过允许范围的参数占
%8%9

$

"

"

7!

%+其他均在允许范围内+

由于仪器配套质控品成本高#有效期短一般在
%$C

左右#

难以在常规工作中使用+用科室校准过的靶机对新鲜全血定

值#对其他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使各仪器间的偏倚降低到

允许的范围+而不是盲目的调整仪器的系数+

对比前一定要对仪器的精密度进行检测#使各项参数
,T

均在允许的范围内#再使用新鲜全血的比对测试##新鲜全血稳

定性差#一般要求在
7H

内完成仪器的检测和比对试验#可得

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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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血尿患者的早期诊断提供更可靠的检测数据$方法
!

随机收集
7"%

例门诊&住院患者尿液

标本!分别做
aX6"$$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干化学法&显微镜镜检!

:

种方法尿液检测分析$结果
!

隐血阳性
"$"

例占
%78!98

结论
!

:

种方法联合应用提高血尿的阳性符合率!为血尿患者早期诊断提供更准确的检验数据$

"关键词#

!

aX6"$$

%

!

干化学分析仪%

!

显微镜检查%

!

血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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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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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分析是临床常用的主要检验项目#

aX6"$$

全自动尿

沉渣分析仪具有快捷,人为偏差小,精密度高#应用了先进的流

式细胞仪原理#电阻抗体法及荧光染色技术给出主要有形成分

的定量参数及细胞信息)

"

*

+干化学分析仪是检测尿中化学成

分的自动化仪器#通过试纸条上不同的试纸垫与尿中的不同成

分反应+操作方便#检测迅速#结果准确+显微镜镜检对泌尿

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能纠正

干化学分析仪及尿沉渣仪不能检出及已出现的假阴性和假阳

性的结果)

%

*

+本实验通过
:

种方法相结合#优势互补#对
7"%

例标本进行分析以镜检为金标准#为临床提供更可靠的检验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8$

!

仪器和试剂
!

日本东亚
1

U

<KDRaX6"$$

全自动尿沉渣

分析仪$

aX6"$$

%及配套试剂+长春迪瑞
(6#$$

全自动尿液干

化学分析仪$干化学法%及配套试纸条和试剂+日本
bL

U

K

S

A<

光学显微镜$镜检法%+

$8/

!

标本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门诊,

住院患者随机尿液样本
7"%

例#其中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

$8'

!

质控
aX6"$$

,

(6#$$

由厂家提供质控液+

$81

!

方法
!

用干燥洁净试管留取新鲜尿液
"$K/

分别用
(6

#$$

干化学仪和
aX6"$$

尿仪检测+均按标准操作规程操作+

剩余标本以
"!$$E

"

KIB

离心
!KIB

#弃上清液留取约
$8%K/

尿沉渣+做显微镜镜检+

$82

!

结果判断标准
!

aX6"$$

分析仪以报警为限值+

(6#$$

干化学法和镜检法以红细胞
$

!

:

"

(2

#白细胞
$

!

!

"

(2

为判

断标准#透明管型
$

!

"

"

(2

#超出以上范围即为阳性结果+

/

!

结
!!

果

7"%

例患者尿液中隐血阳性
"$"

例#占
%78!9

+单纯隐血

阳性
7'

例#占
""8'9

#隐血阳性伴白细胞阳性
%7

例#阳性率

为
!8#9

#隐血阳性伴蛋白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8#9

#隐血阳

性同时伴蛋白阳性及白细胞阳性
"7

例阳性率为
:879

+

'

!

讨
!!

论

血尿分为肉眼和镜下血尿两种+在
"$$$K/

尿液中混有

"K/

以上血液时尿液可呈.洗肉水色/称为肉眼血尿+将新鲜

尿液离心沉淀后每高倍视野大于或等于
!

个红细胞即诊断为

镜下血尿+健康情况下#成年女性的血尿要排除月经血污染的

标本+正常人特别是青少年在剧烈运动后,冷水浴,久站,重体

力劳动或精神过度紧张等情况下尿液中可出现暂时性少量红

细胞#这种一过性血尿属于正常生理性变化)

:

*

#除此之外#均为

病理性血尿+通过对
"$"

例血尿患者调查#其中
:

例为剧烈运

动后一过性血尿#其他均属病理性血尿+而单纯隐血阳性的

75

例分别是由于肾脏及尿路的炎性反应,结石,肿瘤,结核,外

伤,药物刺激等引起#也有过敏性紫癜,白血病,系统性红斑狼

疮,痛风肾,糖尿病,高血压及邻近器官疾病#如前列腺疾病,子

宫,直肠疾病等引起+其中
#

例无痛血尿是由于肿瘤,药物反

应刺激所致+伴有下腹绞痛
!

例#临床诊断为结石+有外伤史

的肉眼血尿
:

例+通过尿液沉渣镜检可从红细胞形态分肾小

球源性和非肾小球源性血尿以区别血尿来源+肾小球源性是

指红细胞大小不一#以陈旧性为主#呈肿胀,芽胞,畸变,面包

圈,棘状#颗粒状等异形性+红细胞体积偏小#以影红细胞为

主#多见于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如
0

=

-

肾病,系膜增生性肾炎,

局灶性肾小球硬化症,过敏性紫癜,狼疮性肾炎#其原因是红细

胞透过有病变的肾小球基底膜时受挤压损伤#其后在漫长的各

段肾小管内受到不同酸碱度#不同渗透压变化的影响加之介质

张力代谢产物的作用#使红细胞大小,形态和血红蛋白含量发

生各种变化+另一种是非肾小球源性#红细胞大小形态均匀一

致#血红蛋白饱满#偶见影红细胞或棘红细胞+非肾性血尿一

般由于结石,肿瘤,外伤,药物刺激邻近器官疾病引起#其发病

原因主要为毛细血管破坏所致#血尿由于不通过肾小球基底膜

裂孔#红细胞未受到挤压损伤#虽也受酸碱度及渗透压变化作

用#但因时间短暂#变化轻微#因此红细胞形态仍维持正常)

7

*

+

此次测定单纯血尿肾性与非肾性各占一半+检测患者隐血阳

性伴白细胞阳性
%7

例#大部分为尿路感染+隐血伴蛋白阳性

%#

例#大部分为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功能不全+同时伴有白

细胞阳性为肾盂肾炎,间质性肾炎及肾功不全合并感染+

综上所述将
aX6"$$

法,干化学法,镜检法结合起来检测#

能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检验数据#对血尿患者早期诊断治疗及预

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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