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见#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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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尿液标本以镜检法为标准#尿干化学法假阳性-

假阴性和符合率情况#见表
!

)

表
"

!

干化学法与镜检法红%白细胞阳性率比较&

*

'

分类
干化学法

阴性 阳性 阳性率$

T

&

镜检法

阴性 阳性 阳性率$

T

&

白细胞
!&"! <== !"#'$ !%'5 4%" !&#"<

红细胞
!""= ==! !4#'< !"54 =$& !'#$5

表
!

!

干化学法假阳性和假阴性率&

T

'

分类 假阴性率 假阳性率 符合率

白细胞
4#&& !#%" 5$#!<

红细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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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均可应用于临床)与镜检法相

比#尿液有形成分中的干扰因素会造成干化学法测定尿红-白

细胞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结果+

!

,

)而镜检法的结果只与操

作人员者的技术和经验有关)

尿干化学法利用白细胞酯酶法检测尿中白细胞)$

"

&白细

胞酯酶只存在于中性粒细胞中#容易对单个核细胞漏检#镜检

法可以有效弥补此不足)$

!

&尿蛋白大于
'

N

"

O

或尿液中含某

些药物#如大剂量先锋
0

或庆大霉素等#也可使结果偏低或出

现假阴性+

&

,

)$

&

&尿液被污染#造成假阳性#如甲醛-尿素-高浓

度胆红素以及阴道分泌物等)$

%

&尿液标本放置时间太久#白

细胞被破坏#某些小圆上皮细胞被误认为白细胞#造成的误差)

干化学法检查尿红细胞的原理是尿试纸带中的邻甲联苯

胺与尿液中的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等具有氧化酶样活性物质反

应#可使无色的邻甲联苯胺脱氢变成蓝色的邻甲联苯)$

"

&某

些肾病患者尿液中含有对热不稳定酶-肌红蛋白-菌尿等#可引

起干化学法检测结果的假阳性+

%0'

,

)$

!

&含有大量维生素
9

#标

本未混匀-红细胞沉淀#红细胞溶解破坏#

K

2

值小于
'

#高蛋

白-高比重尿等#均可造成假阴性)$

&

&红细胞膜脆性增大#造

成假阴性#而镜下可见完整的红细胞)$

%

&红细胞被破坏#造成

的假阳性+

<

,

#如肾病患者红细胞在肾脏或泌尿道破坏#以及尿

比重过低#尿
K

2

值偏高)

综上所述#单纯依赖干化学法会导致临床上的误诊和漏

诊#而在显微镜无法观察到被破坏的尿液细胞形态时#干化学

法的高灵敏度#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将干化学法和

镜检法结合起来#可以有效提高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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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
'&5

例次白血病患者外周血三系细胞变化分析!结合仪器分类异常报警与血涂片瑞吉

染色分类情况!探讨对疾病诊断的意义%方法
!

采用三分群&五分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确诊的白血病患者进行血

常规检查!观察外周血三系细胞的变化!并对外周血标本涂片瑞吉染色!查找异常细胞!观察仪器报警与手工分类结

果的一致性%结果
!

'&5

例次白血病患者!其中急性白血病
!=4

例次!慢性白血病
!'!

例次%急性&慢性白血病患

者三系细胞变化!白细胞计数升高明显!分别占
<%#=T

!

54#<T

#血红蛋白下降占多数!分别占
5<#'T

!

5$#'T

#急性

白血病血小板降低占
5'#"T

!慢性白血病血小板升高占
<<#4T

%在有直方图的
%&=

例次白血病患者中!仪器警示

有异常白细胞患者共
%$"

例次"占
5"#<T

$#而
&4

例次仪器无警示者!其外周血涂片镜检均有异常细胞%结论
!

由

于白血病标本影响因素较多!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分析结果出现偏差在所难免%为避免临床症状不典型的白血病患

者漏诊!提高检验报告质量!应该对各种提示异常或警戒标记数据的血标本染色镜检!将血液涂片染色镜检列入血

常规工作中%

"关键词#

!

白血病#

!

血常规#

!

综合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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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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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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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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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的实验室诊断主要依据血常规检查和骨髓象的分

析)随着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使用#白细胞三分群-五分群

的广泛普及#血常规检查从手工操作过渡到半自动-全自动检

测#使常规工作量得到大幅度减轻#缩短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

作效率#但同时也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工作人员对

先进仪器性能缺乏全面掌握#对血常规中白细胞散点图-警示

信息-异常结果未进行全面分析#加上血细胞分析仪虽然可以

根据细胞数据-大小-分布-相互间的比例等指标进行分析#但

却无法完全准确地识别血液中所有细胞#也不能分析异常的原

因)当出现细胞结构异常时#或出现在细胞数量-大小等方面

变化不大的病理细胞时#常常会造成各类疾病的漏诊-误诊#并

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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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白血病患者血常规综合指标进行回顾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

!$"$

年初诊和复诊的白血病患

者
'&5

例次#按白血病诊断标准确诊+

!

,

)其中男
&<&

例次#女

"4<

例次#男女比例为
!#$<m"

#年龄
&

#

=%

岁)

$#/

!

仪器
!

!$$$

#

!$$&

年使用的仪器为
;Q.0

三分群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

8]9WV(<$

#法国&#无直方图#共
"$"

例次%

!$$!

#

!$"$

年使用的仪器有
9VSO>/W

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0

五分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8;98

#美国&和
QA

)

,G

拜尔
0

五分

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L:];!"!$

#美国&#共
%&=

例次%

VOU8XW(920!

显微镜)

$#'

!

方法
!

'&5

例次白血病患者均经骨髓细胞学以及细胞化

学染色-流式细胞等确诊)在血液分析仪上进行检测#得到全

血细胞数$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

%&=

例次同时得到直

方图-散点图-异常细胞图信息警示图)所有涂片标本经瑞吉

染色#分类
"$$

个白细胞并全片观察)查找异常细胞包括原始

细胞-幼稚细胞-异型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比例大于或等于

<$T

&-有核红细胞大于或等于
"$T

#作为检出异常细胞的

标准)

/

!

结
!!

果

'&5

例次白血病患者中急性白血病
!=4

例次#包括急性髓

细胞性白血病$

8"

#

8'

&和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OO

&%慢

性白血病
!'!

例次#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98O

&-慢性中性

粒细胞白血病$

9RO

&-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9OO

&等#外周

血常规细胞数特点见表
"

)

表
"

!

白血病患者白细胞数%血红蛋白量和血小板数的变化(

*

&

T

')

组别
*

白细胞

升高 下降 正常

血红蛋白

升高 下降 正常

血小板

升高 下降 正常

急性白血病
!=4 "=<

$

<%#=

&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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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4

$

5<#'

&

5

$

&#"

&

&

$

"#"

&

!4&

$

5'#"

&

""

$

&#=

&

慢性白血病
!'! !%<

$

54#<

&

'

$

!#"

&

"

$

$#&

&

Z !!=

$

5$#'

&

!%

$

5#'

&

"<=

$

<<#4

&

'"

$

!$#!

&

&&

$

"&#"

&

!!

注!

Z

表示无数据)

!!

由表
"

可见#急性-慢性白血病患者三系细胞变化#白细胞

计数升高明显#分别占
<%#=T

-

54#<T

%血红蛋白下降占多数#

分别占
5<#'T

-

5$#'T

%急性白血病血小板降低占
5'#"T

#慢

性白血病血小板升高占
<<#4T

)

在有直方图的
%&=

例次白血病患者中#仪器警示有异常白

细胞患者共
%$"

例次$

5"#<T

&%而
&4

例次仪器无警示者#其外

周血涂片镜检均有异常细胞#

=#%T

)仪器警示与实际符合率

不一致#原始-幼稚细胞符合率为
5=#"T

%异型淋巴细胞符合

率为
!$#&T

%中-重度贫血患者-恶性肿瘤患者中晚幼红细胞

符合率为
"&#%T

%发现有
&

例次急性早幼粒细胞$

8&

&患者仪

器警示及散点图均提示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而人工镜检复

片以原始-早幼粒细胞为主)所有血涂片人工镜检异常率为

55#$T

)

'

!

讨
!!

论

白血病是常见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常以高热-出血-肝脾淋

巴结肿大-关节痛为特点#由于患者病情轻重不一#临床表现多

种多样#就诊时主诉症状各异#时常发生白血病漏诊-误诊#有

的甚至引起医疗纠纷)目前大部分实验室血细胞分析仪已普

及使用#因此检验人员熟悉警示信息和重视外周血细胞形态学

很重要+

&0%

,

)由于白血病血细胞具有多态性和复杂性#致使血

细胞数量和成分变化#引起血常规检查中一系列指标异常)本

试验
'&5

例次白血病患者中三系变化为!

!=4

例次急性白血病

患者有
"=<

例次白细胞计数升高$

<%#=T

&#

=4

例次下降

$

&$#%T

&#

"%

例次正常$

%#=T

&%

!'!

例慢性患者有白细胞计数

升高
!%<

例次$

54#<T

&#下降
'

例次$

!#"T

&#正常
"

例次

$

$#&T

&)

!44

例次急性白血病患者血红蛋白下降$

5<#'T

&#

5

例次正常$

&#"T

&#

"

例次升高$

$#&T

&%

!!=

例次慢性白血病患

者血红蛋白下降$

5$#'T

&#

!%

例次正常$

5#'T

&#无
"

例次升

高)

!4&

例次急性白血病患者血小板下降$

5'#"T

&#

""

例次正

常$

&#=T

&#

&

例次升高$

$#&T

&%

"<=

例次慢性白血病患者血小

板升 高 $

<<#4T

&#

'"

例 次 下 降 $

!$#!T

&#

&&

例 次 正 常

$

"&#"T

&)

仪器警示信息对检出异常细胞有较高的提示功能#

%&=

例

次有直方图的白血病患者中#仪器警示有异常白细胞共
%$"

例

次#占
5"#<T

#但由于白血病标本影响因素较多#仪器分析结

果出现偏差在所难免#有
&4

例次白血病患者仪器无警示信息#

占
=#%T

$外周血涂片瑞吉染色均见有数量不等的异常细胞&)

可见仪器白血病分群结果不可替代镜检分类+

'

,

#只能作为筛

选)对于各种异常或警戒标记数据的血标本必须做涂片镜检#

应建立复检制度#将血液涂片染色镜检#列入血常规工作之

中+

<

,

#避免临床症状不典型的白血病漏诊#从而提高检验报告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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