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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
H$

反应蛋白"

HU.

#与白细胞改变对小儿化脓性扁桃体炎诊断及治疗的意义$方法
!

健

康对照
*))

例!化脓性扁桃体炎患者
*/)

例分成
/

组"细菌性感染组及混合性感染组#!对患者进行早期和发病后
*/

0

相关指标的检测$结果
!

化脓性扁桃体炎早期
HU.

明显增高!而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正常或轻度升

高'发病后
*/0

!

HU.

正常或轻度增高!而白细胞计数明显增高!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明显增高"

!

%

)5)*

#$对于混合

性感染的患者!早期
HU.

仅轻度增高!白细胞计数轻度增高!发病
*/0

后
HU.

正常!而白细胞计数增高!单核细胞

百分数增高"

!

%

)5)*

#$结论
!

HU.

与白细胞变化是小儿化脓性扁桃体炎病程判断及治疗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

H$

反应蛋白'

!

化脓性扁桃体炎'

!

白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

!

单核细胞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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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脓性扁桃体炎是小儿的常见病*多发病#主要是由乙型

溶血性链球菌*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感染或细菌*病毒混合感

染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发病早期症状与上呼吸道病毒性感染

相似,

*

-

#临床尚缺乏快捷*简便的鉴别方法)近来研究发现#联

合检测
H$

反应蛋白$

HU.

%与白细胞计数$

SKH

%及单核细胞的

变化能更准确地反应化脓性感染的病情变化,

/

-

#往往白细胞与

HU.

的升高并非同时出现#对小儿化脓性扁桃体炎的早期诊

断及治疗有重要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健康对照随机取样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均为健康查体者)化脓性扁桃体炎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分为细菌性感染组

$

;/

例%和混合性感染组$

:;

例%)

$5/

!

方法

$5/5$

!

标本制备
!

对照组和患者均随机采指血#

VO=<$̀

/

抗

凝#发病早期及晚期各采指血#观察血象变化)

$5/5/

!

指标测定
!

$

*

%

HU.

(

SKH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单核

细胞百分数(淋巴细胞百分数)

$5'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以
IhG

表示#以
!

%

)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表
*

!

化脓性扁桃体炎
HU.

与
SKH

变化&

IhG

'

组别$

,

%

HU.

$

7

1

"

9

%

SKH

$

d*)

2

"

9

%

中性粒细胞

百分数$

3

%

单核细胞

百分数$

3

%

淋巴细胞

百分数$

3

%

健康对照组$

*))

%

(5*h*5( '52h*5; ';5;h+5/ *5'h*5) :*5/h'5/

细菌性感染组$

;/

%

!

疾病早期
()5)h/45) *)5/h/54 +)5/h(5; *52h)5; /'5/h'5;

!!!!!!!!!

发病后
*/0 '5;h:5/ /)5;h(5; ;/5/h'5' *54h*5* *;5*h:54

混合性感染组$

:;

%

!

疾病早期
//5)h*(5) ;52h/5* 4/5(h:54 *5+h)54 :(5'h'5;

!!!!!!!!!

发病后
*/0 (5/h:5; *+5*h:5; +/5)h'5/ :5/h*5; (/5'h(5/

/

!

结
!!

果

细菌性感染患者早期#

HU.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

%

)5)*

%#而
SKH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单核细胞百分数与对照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发病
*/0

后#其
HU.

较对照

组无明显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而
SKH

*中性

粒细胞百分数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混合性感染的患者#早期
HU.

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5)'

%#而
SKH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单核细

胞百分数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发病
*/0

后#

HU.

正常#而
SKH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单核细胞百分数

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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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HU.

由肝脏产生#是重要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在感染

和组织损伤时血浆浓度快速*急剧升高的主要急性期蛋白#

HU.

是一种简易*快速*敏感的实验室诊断方法)不受年龄*

性别*发热高低*症状的有无*治疗与否等因素的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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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小儿
HU.

%

;7

1

"

9

#感染急性期浓度可升高

上千倍)疾病发作时#

HU.

早于
SKH

上升#恢复正常也很快#

故具有极高的敏感性,

:$(

-

)有文献报道#循环中
HU.

半衰期为

*20

#

HU.

升高的同时往往伴随
SKH

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数的

增高,

+$;

-

)但临床观察
;/

例化脓性扁桃体炎患者发现#在感染

的急性期#

HU.

浓度增高#而
SKH

及中性粒细胞往往无明显

改变(感染后
*/0

#

HU.

浓度显著降低#往往在
SKH

及中性粒

细胞增高之前已恢复正常)对于混合感染的患者#

HU.

*

SKH

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变化不明显#而单核细胞百分数有增

高,

:

-

)

因此#联合并连续检测
HU.

和白细胞变化情况#可以判断

化脓性扁桃体炎的病情及恢复情况#且方法简便快速*便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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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导临床用药和治疗#也可作为治疗效果判断的重要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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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应用评价

冯志伟!李
!

强!瞿幸华"解放军第五一七医院检验科!山西岢岚
!

):4:)*

#

!!

"摘要#

!

目的
!

对
ì/*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应用评价$方法
!

参照类似文献提供的方法!对仪器的

精密度%携带污染率及两种操作模式的精确度进行分析'此外还观察了静脉血标本放置时间对
ì/*X

血细胞分析

仪测定结果的影响$结果
!

ì/*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几项基本参数测定的批内精密度符合仪器设计要求'各参

数携带污染率均小于
*3

'两种操作模式比较!除血红蛋白"

-A

#!血小板"

.9=

#!大血小板比率"

.$9HU

#和红细胞体

积分布宽度"

UOS$HT

#外!其余参数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静脉抗凝血标本在室温下放置
40

后测定的

数据与
*)7B6

内测定的结果无明显变化$结论
!

该分析仪测定参数的精密度%携带污染率均满足设计要求!具有

良好的分析性能'为了测定的准确!应尽量采用静脉血模式分析'此外!

ì/*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可满足大批量

体检标本的检测$

"关键词#

!

ì/*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应用评价'

!

精密度'

!

携带污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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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以其检测速度快*精密度高*操作简便且易于

标准化的特点已成为临床血细胞常规检查不可或缺的仪器)

本院于
/))2

年购进
ì/*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该仪器具

有静脉抗凝全血和末梢血稀释两种测试模式#可同时分析血液

中白细胞$

SKH

%*红细胞$

UKH

%*血红蛋白$

-A

%*血小板

$

.9=

%*红细胞比容$

-H=

%*平均红细胞体积$

WHT

%*平均红

细胞血红蛋白量$

W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WH-H

%*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UOS$HT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UOS$PO

%*中性粒细胞比率 $

XVb=3

%*淋巴细胞比率

$

9\W3

%*中间细胞比率$

WiO3

%*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

$

.OS

%*血小板平均体积$

W.T

%*大血小板比率$

.$9HU

%细胞

相关的
*4

项参数#并同时报告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体积分

布直方图)为了保证其检验的质量精准可靠#需要对其性能予

以验证#因此#本研究对其进行了应用评价#现将评价结果报道

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5$

!

材料

$5$5$

!

仪器与试剂
!

ì/*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日本
P

F

?$

7>N

公司生产(

ì/*X

分析仪配套试剂(溶血剂$

P=U,W<$

=,9\PVU$S-

%(稀 释 液 $

HV99.<H̀

%(清 洗 剂 $

HV99$

H9V<X

%(血液学质控物!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

!

样品
!

静脉血采自本院体检者*门诊或住院患者)

$5/

!

方法
!

严格按照仪器操作手册进行检测)

$5/5$

!

仪器质控
!

分析仪在每天开机后按照要求做
*

次质

控#保证仪器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在进行测试前需用稀释液做

*

次本底测试#即空白测试)

$5/5/

!

批内精密度测定
!

取高*中*低值全血样品各
*

份#每

个样本重复测定
*)

次#分别记录结果#并计算各样本参数的变

异系数
-Q

$

3

%

,

*

-

)

$5/5'

!

携带污染率测试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

推荐的方法#选择满足条件的高*低值新鲜血液样本#首先将高

值血样连续测定
:

次$

-*

*

-/

*

-:

%#接着将低值血样连续测定

:

次$

9*

*

9/

*

9:

%#按照公式计算!携带污染率$

3

%

g

$

9*c

9:

%"$

-:c9:

%

d*))3

,

/

-

)

$5/51

!

两种操作模式间的精密度差异分析
!

抽取患者静脉血

(5)79

#分别注入于
/

支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VO=<$̀

/

%抗凝

管中#每支
/5)79

#静脉模式为一组#毛细管稀释模式为一组#

所有测定在
*0

内完成,

:$(

-

)

$5/52

!

标本放置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

随机取
*)

份静脉

抗凝血#于
*)7B6

内测定#将标本室温放置
40

后再次测定#以

检查总重复性变异参数,

'$4

-

)

$5/5)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P.PP*45)

统计软件对所得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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