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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流水线
gN3B***

血细胞分析仪两种血小板"

/71

#测定方法!即电阻抗法"

/713T

#和激光流

式荧光法"

/713̂

#进行性能评价$方法
!

通过
gN3B***

两种
/71

测定方法!进行测试方法精密度与准确度&线性&

携带污染率&红细胞"

4R!

#干扰实验&未成熟血小板比率"

T/.

#与平均血小板体积"

S/W

#对血小板计数影响!并以

显微镜计数法作为参照$结果
!

平均批内精密度为
/713T(8)*V

!

/713̂ '8:(V

%批间精密度为
/713T)8A,V

!

/713̂ )8*,V

%携带污染率范围为
/713T*3'8''V

!

/713̂ *3*8@@V

%在线性稀释试验中测试值与理论值的平均相

关系数"

"

#分别是
/713T*8@@)

!

/713̂ *8@@:

%在
4R!

碎片干扰试验中!

/713̂

法对低浓度
4R!

干扰显示出较强

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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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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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T

法在低值血小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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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受血小板
T/.

与
S/W

对血小板计数

影响与显微镜法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gN3B***

两种血小板测定方法均有各自较好精密度与准确度!线性

和抗干扰能力!常规使用
/713T

法计数血小板!但是当所计数血小板数目少于正常且有干扰时!可用显微镜计数法

或
/713̂

法复查血小板数$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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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3B***

流水线由
gN3B***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
Q/3

'***&

推片机组成)其血小板计数的方法有两种#即电阻抗法

$

/713T

%和激光流式荧光法$

/713̂

%)一般日常血小板计数

采用电阻抗法计数血小板#具有快速*准确*精密度高等优点#

而血小板数目少于正常或遇有干扰因素时准确度*精密度会受

到影响)激光流式荧光法可对细胞大小#细胞内的核酸
6X-

"

4X-

进行准确的荧光定量)本研究设计采用
/713T

和
/713

^

两种方法进行血小板计数测定#并对两者血小板检测性能进

行评价#检测批内精密度*检测批间精密度*线性范围*携带污

染率*红细胞$

4R!

%碎片干扰及准确性进行评估#以显微镜计

数法为参考标准#从多个方面评价
Q

+

%J#agN3B***

分析仪两

种血小板检测方法临床应用价值)

$

!

材料与方法

$8$

!

仪器与材料
!

gN3B***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日本%(

Q/'***&

推片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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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G

F%!5)*

双目显微镜$日本%(

gN3B***

流水线原装配套试剂及配套全血质控物$日本%(

N63

1-3[

)

真空抗凝管$

R6

%(血小板稀释液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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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血本院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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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住院患者清晨空腹
N63

1-3[

)

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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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选取
)*''

年
(

!

:

月血常规#电阻抗法$

/713T

%检

测采用仪器第
(

检测模式$

!R!d6T..

%进行检测(光学法

$

/713̂

"

4N1

%检测用仪器第
A

检测模式$

!R!d6T..d

4N1

%进行检测#以显微镜计数法为参考标准判断其结果)每

日进行
gN3B***

配套的质控物测试)

$81

!

临床评价标准
!

用两次显微镜检测结果均值作为临床评

价标准)

$82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采用
Q/QQ''8*

软件作统计学分析)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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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内精密度实验
!

取高*中*低值水平
/71

标本各
'

例#

共
(

例#以
gN3B***

两种测试方法
/713T

*

/713̂

连续测定
'*

次)

/713T

法平均精密度
(8)*V

#

/713̂

法平均精密度

'8:(V

)符合
gN3B***

仪器
/71

精密度设置要求小于或等于

AV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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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3B***/713T

法和
/713̂

法血小板批内精密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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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间精密度实验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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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gN

系列配套质控品每日定

时检测#连续
)*H

)符合
gN3B***

仪器
/71

精密度设置要求

小于或等于
AV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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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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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间精密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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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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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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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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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计数均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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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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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

例#再以稀释度计算值为理论值#各稀释度$至

少
B

点法%以
/713T

*

/713̂

两种测试各作
)

次测试取均值与

理论值作回归分析#同时又按
/71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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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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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稀释理论值为
F

#测试值为

I

#

/71

在$

@

!

B:,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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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斜率*截距*相关系数)在

$

@

!

B:,

%

e'*

@

"

7

范围内
/713T

*

/713̂

与理论值间均有很好

的相关性#在
/71

低值时
/713̂

与理论值之间拟合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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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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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3B***/713T

法和
/713̂

法测试血小板线性实验

组别 范围$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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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率 截距
"

/713T @

!

B:, '8**@ C8(' *8@@)

/713T

"

'** '8'() A8)( *8@CC

/713T

*

'** *8@,A ''8@C *8@@,

/713̂ @

!

B:, *8@C: )8(' *8@@:

/713̂

"

'** '8*)) *8AB *8@@,

/713̂

*

'** *8@B, B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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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污染率实验
!

取
/71

#

B**e'*

@

"

7

高值血液标本#

混合均匀后连续测定
(

次
5'

*

5)

*

5(

#随即取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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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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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血液标本#混合均匀连续测定
(

次
7'

*

7)

*

7(

#按公

式$

7'37(

%"$

5(37(

%

e'**V

#分别计算
/713T

*

/713̂

携带污

染率)高值与低值各取
'*

例标本#

/713T

携带污染率
*

!

'8''V

#平均
*8B,V

(

/713̂

携带污染率
*

!

*8@@V

#平均

*8B*V

#结果符合仪器
gN3B***

携带污染率
/71

设置要求小

于或等于
'V

#见表
A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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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3B***/713T

法和
/713̂

法携带污染率实验%

V

&

组别 污染率范围 平均污染率

/713T

法
*

!

'8'' *8B,

/713̂

法
*

!

*8@@ *8B*

/82

!

4R!

碎片干扰实验
!

取一管血#高速离心后#取
4R!

层

*8BJ7

加入蒸馏水破坏
4R!

#高速离心#取
4R!

碎片层洗涤

(

次并稀释至
*8BJ7

#作为高浓度
4R!

悬液$用时取
)*

#

7

加

入测试血管内%#再取
*8BJ7

稀释到
BJ7

作为低浓度
4R!

悬液$用时取
)*

#

7

加入测试血管内%)在
/71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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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次实验#高浓度
4R!

碎片组*低浓度
4R!

碎片组分别用

/713T

法*

/713̂

法计数
/71

且与对照组
/713T

法*

/713̂

法测得值作配对
7

检验$

09,

%)高浓度组
/713T

!

79(8,@

#

!

"

*8*B

(

/713̂

!

79(8)B

#

!

"

*8*B

#提示在高浓度
4R!

碎片干

扰的情况下
/713T

*

/713̂

测定值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低浓度组
/713T

!

79)8C)'

#

!

"

*8*B

(

/713̂

!

79'8(:)

#

!

#

*8*B

#提示在低浓度
4R!

碎片干扰的情况下
/713T

测定

值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713̂

与对照组测定值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
/713̂

法对
4R!

碎片有抗干扰能力#见表
B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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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3B***/713T

法和
/713̂

法
4R!

碎片干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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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范围$

e'*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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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T

对照组
):@P'), Y Y

/713T

高浓度组
(C*P'A* )8C)

"

*8*B

/713T

低浓度组
('*P'(' (8,@

"

*8*B

/713̂

对照组
):'P')' Y Y

/713̂

高浓度组
((*P'(* (8)B

"

*8*B

/713̂

低浓度组
)CBP')( '8(:

#

*8*B

!!

注!

Y

表示无数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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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与
S/W

对血小板计数影响
!

血小板计数正常且

S/W

与
T/.

正常时#

/713̂

和
/713T

的计数值与显微镜法比

较#三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当血小板计数少于正

常$

"

,*e'*

@

"

7

是本次试验判断复检低值标准%且
S/W

与

T/.

均异常时$

T/.

#

)BV

#

S/W

偏大未测出%

/713T

法计数值

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8*B

%#而
/713̂

法计数值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见

表
,

)

表
,

!

gN3B***/713T

法和
/713̂

法与显微镜法血小板结果比较%

CP@

&

T/.V X S/W

$

I7

%

%

显微镜计数$

e'*

@

"

7

%

/71

"

,* /71

#

,*

$

/713T

%

e'*

@

"

7

/71

"

,* /71

#

,*

$

/713̂

%

e'*

@

"

7

/71

"

,* /71

#

,*

)*

$

T/. '** ) (CP)' '@*PC@ (:P': 'C:PC* (,P': 'CBPC*

)*

$

T/.

$

)B )( )* ),P)* @*P), )BP)* CCP)( )AP'C C(P)B

T/.

*

)B (( (* )@P': :@P)B 'BP'A :CP)( )CP'B :BP)(

!!

注!

%未能测出体积大血小板)

/8.

!

准确性实验
!

用
/713T

法和
/713̂

法两种血小板计数

法#同一时间完成
B

个质评物#各分别连续测定
B

次#所测得均

值与靶值的对应关系#

/71

均在
PBV

范围内#准确度亦符合

仪器设定要求#见表
:

)

表
:

!

gN3B***/713T

法和
/713̂

法血小板准确度比较

组别
B) 'A' 'CB ':, B**

/713T

法
BA 'AA 'C: ':A B*:

!W

$

V

%

(8CB )8'( '8*C '8'A '8A

/713^

法
B* '(@ 'C) ':( A@)

!W

$

V

%

(8CB '8A) '8,) '8: '8,

'

!

讨
!

论

gN3B***

流水线在
/71

计数上采用
/713T

并结合鞘流技

术#容易受到细胞碎片*小
4R!

及大
/71

计数损失的影响+

)

,

(

而
/713̂

采用侧向散射光$测体积%#细胞内核酸与荧光染料

结合并被激光激发后产生的荧光定量$测核酸含量%#据
/71

与
4R!

核酸含量及体积差异对两者进行区分#该法有抗
4R!

碎片*小
4R!

干扰的能力#同时对大
/71

也有良好的识别

能力)

通过
gN3B***

流水线与系列临床标本#比较
/713̂

*

/713T

两种测试方法的批内精密度与批间精密度#

/713T

法平

均精密度是
(8)*V

#

/713̂

法平均精密度是
'8:(V

#均符合

仪器精密度要求小于
AV

#但在
/71

数目过低时出现精密度

超出范围大于
AV

(其中
/713̂

法精密度好于
/713T

法)对

于
/713T

法和
/713̂

法两种计数方法准确度#用
)*''

年卫生

部上半年室间质评靶值对两种方法可以进行准确度评价)

gN3B***

两种方法在一定$

@

!

B:,

%

e'*

@

"

7

范围内#测试值与

理论值之间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并且在
/71

低值时
/713̂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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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值之间拟合性较
/713T

好)在携带污染率实验中#两种

/71

测试方法均符合
/71

携带污染率设置要求小于或等于

'V

)红细胞碎片干扰实验中#选取
/71

*

'**e'*

@

"

7

时#在

高浓度
4R!

干扰时
/713̂

*

/713T

方法均受到影响#但在低浓

度
4R!

干扰时#证实了
/713̂

在一定范围内抗干扰能力较

/713T

好)当血小板低值时$

"

,*e'*

@

"

7

是本次试验判断复

检低值标准%且
S/W

与
T/.

均异常时
/713T

法计数值与显微

镜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8*B

%#而
/713̂

法计数

值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说明

/713̂

法能够通过细胞核酸荧光染色识别大
/71

)在没有启

动
/713̂

通道时需要复检
/71

标本通常经
Q/3'***&

推片机

推片染色后先用显微镜观察血小板情况#多与少#大与小#与

/713T

法计数值是否符合#在
/71

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常伴

/71

体积偏大的异常情况常见#在
/71

"

,*e'*

@

"

7

标本中

出现大
/71

情况较多#往往同时伴随
T/.

与
S/W

两项指标

异常#大
/71

的比例相对增加+

(

,

)

血常规通常用流水线
gN3B***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阻抗

法
/713T

计数血小板#当
/71

"

,*e'*

@

"

7

标本且有干扰因素

又与镜检估计不符合时#通过以上分析#可用显微镜计数法或

/713̂

法复查血小板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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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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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在临床诊治中的重要性$方法
!

对本院住院和门诊患者对白细胞

"

R̀!

#

#

)Be'*

@

)

7

或
R̀!

"

A8*e'*

@

)

7

及血细胞分析仪报警结果有异常的
:,'

例血液标本进行外周血涂片检

查$结果
!

中性粒细胞出现核左移
((

例!核右移
A

例!中性粒细胞毒性变化
@B

例!异型淋巴细胞大于
BV

的有
,)

例!幼稚细胞
:

例!有核红细胞
)*

例!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

例!大细胞性贫血
(

例!疟原虫
)

例!血小板计数异常

@

例$结论
!

细胞形态学检查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在疑似血液病和血液学检查异常情况时!必须同时进行外周血

涂片检查$

"关键词#

!

外周血%

!

血细胞形态%

!

血液病%

!

异型淋巴%

!

血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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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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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在临

床检验的广泛应用#使得血细胞分析结果更精确#大大地提高

了检验的工作效率#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但是#各类细胞分析仪仍有其不足之处#如对幼稚细胞*有核红

细胞不能准确分类和计数等#如过度依赖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忽视外周血形态学检查#必将引起临床的漏诊*误诊#影响对患

者的诊断和治疗)因此#作者对
R̀!

#

)B8*e'*

@

"

7

或
R̀!

"

A8*e'*

@

"

7

及血细胞分析仪报警提示结果有异常的标本同

时进行了外周血涂片检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择
)**C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

和门诊患者的血常规结果
R̀!

#

)Be'*

@

"

7

或
R̀!

"

Ae

'*

@

"

7

#以及血细胞分析仪报警结果有异常的标本共
:,'

例#其

中男
A(:

例#女
()A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大多数为发热*出

血*贫血*黄疸或淋巴结肿大的患者)

$8/

!

方法
!

对异常的
:,'

例标本同时进行外周血细胞形态学

检查#血液涂片*染色严格按照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第
(

版%进行)

/

!

结
!!

果

在
:,'

例涂片中#外周血形态异常的有
)A:

例#其中中性

粒细胞核左移
((

例$

A8(AV

%#核右移
A

例$

*8B'V

%#中性粒细

胞毒性变化
@B

例$

')8ACV

%#异型淋巴细胞
,)

例$

C8'BV

%#幼

稚细胞
:

例$

*8@)V

%#有核红细胞
)*

例$

)8,(V

%#疟原虫
)

例

$

*8),V

%#大细胞性贫血
(

例$

*8(@V

%$经骨髓检验证实为巨

幼细胞性贫血%#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

例$

')8)(V

%$经骨髓

铁染色*血清铁进一步检测证实为缺铁性贫血%#血小板计数异

常
@

例$

'8'CV

%)

'

!

讨
!!

论

外周血形态学检查主要是检查
R̀!

*红细胞$

4R!

%*血小

板形态和数量的改变情况)在正常情况下#骨髓按一定的规律

将成熟的细胞释放于外周血#在造血系统疾病发生造血功能紊

乱时#可引起外周血细胞形态学质和量的改变#如出现幼稚细

胞*有核红*细胞内部出现异常结构等#血细胞分析仪不能对上

述细胞进行识别*准确分类和计数#因此#必须重视外周血细胞

形态学的检查)

R̀!

形态异常改变主要有中性粒细胞出现核左移*核右

移*毒性变化$如细胞大小不均#中毒颗粒#空泡变性#

6m0;#

体#核变性%及出现幼稚细胞等)在各种病原体所致的感染#特

别是急性化脓性细菌感染时#

R̀!

明显升高#以中性粒细胞中

毒性改变最为多见#且常伴有核左移(而在病毒性感染中#如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毒性肺炎#肺炎支原体等感染时+

'

,

#异

型淋巴细胞明显增多)如
R̀!

总数异常增高或淋巴*单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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