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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血细胞形态异常

警示功能的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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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形态异常细胞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
!

对
*))

例各种住院本院患者标本!进行血涂片复检!评价其对异常细胞报警系统的性能$结果
!

仪器提示血小板减少与血

涂片显微镜镜检结果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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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6

!

"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显示两者一致性满意&提示

核左移的仪器结果与镜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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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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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两者一致性尚可&

而提示未成熟粒细胞'异型淋巴细胞'原始粒细胞'有核红细胞'血小板聚集的仪器结果与镜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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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显示

两者一致性尚不够理想$依据标准复检血涂片!敏感度为
+),6"-

!特异度为
*#,#$-

!准确性为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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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的报警信息提示只起到一个筛选及提示的作用!可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但

是并不能完全代替显微镜检查!必须学会综合分析各种干扰因素!给临床提供全面'准确可靠的检验报告$

"关键词#

!

形态异常细胞&

!

血细胞分析仪&

!

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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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除了采用传统的电阻抗法

和射频法外#还采用了流式细胞技术#结合特殊的化学试剂及

荧光染料对外周血细胞进行分类#并可分析原始细胞*幼稚细

胞和有核红细胞#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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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有着许多仪器共同存在的问题)例如#在

鉴别血细胞的形态和结构等方面还不够完善#对异常细胞的筛

检不甚理想等等)如果过分地依赖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而忽

视了手工复检血涂片#将导致临床上相当一部分的漏检*漏诊

及误诊#严重影响了临床医师的治疗方案)但如对每个血常规

标本进行血涂片的复检#则会给检验人员引起不必要的负担)

所以#针对本实验室的血细胞分析仪制定血细胞显微镜复查血

涂片的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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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室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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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复检血涂片的标准#并对血细胞分析仪提

供的信息与显微镜检查结果进行一致性的评估)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各科室的住院

患者标本共
*))

例#用广州阳普公司生产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真空抗凝管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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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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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由日本东

亚公司提供(

ME

J

F

H

G5

双目光学显微镜用于血涂片显微镜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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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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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原装配套

试剂及全血质控物(瑞氏染液#染液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的要求配制,

!

-

)

$,1

!

复检标准制定
!

参考国际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显微镜

%#

条复检规则,

7

-

#并根据
!""7

年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颁布的

.使用血细胞分析仪及尿分析仪检测结果应予复查和镜检的要

求/及本院具体情况和
\2/!#""

的性能制定出较为可行的外

周血涂片复检标准)显微镜检查血涂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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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有报

警提示#白细胞$

T3(

%*红细胞$

.3(

%*血小板$

W48

%三系计数

异常和$或%散点图异常及直方图异常)$

!

%三系或二系或一系

减少或增加而仪器未报警者#

T3(

"

!,)`#"

+

"

4

或
T3(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4@I&=L(E:;

!

0=

H

>=FI=B!"#!

!

Q9E,+

!

N9,#*



!),"̀ #"

+

"

4

(

T3(

分类结果有异常#中性粒细胞$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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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巴细胞$

4

%

#

",$"

$成人%*淋巴细胞$

4

%

#

",6"

$儿童%*单核

细胞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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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嗜酸粒细胞$

2

%

#

",#)

*嗜碱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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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胞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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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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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报警结果显示#

$

未成熟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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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核红细胞$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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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聚集$

W48(E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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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细

胞$

3E@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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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淋巴细胞$

1>

JH

:>:C@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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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左移

$

4=D>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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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方图*散点图异常)$

%

%临床医师有镜检要

求)$

)

%血液科患者)$

$

%与临床诊断或提示明显不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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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

将收集的标本于采血后
7"F:;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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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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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进样模式进行检测#包括全血细胞计数

$

(3(

%*白细胞分类$

Z(

%*有核红细胞$

N.3(

%和网织红细胞

$

.28

%#将检测结果备份存档)同时#每份标本制备
#

张血涂

片#用瑞氏染液进行染色#然后用显微镜油镜行镜检#计数
#""

个细胞#按其形态特征进行分类计数)

$,)

!

涂片复检阳性判断标准
!

$

#

%原始和幼稚细胞大于或等

于
#-

($

!

%早幼粒细胞和中幼粒细胞大于或等于
#-

($

7

%晚

幼粒细胞大于
!-

($

%

%异形淋巴细胞大于
#-

($

)

%

N.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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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方法
!

对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变化和显微镜复

检结果用
0W00#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手工显微镜法为

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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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判断仪器结果与镜检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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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或等于
",6)

#说明两者达到相当满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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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大于
",%

#说明两者一致性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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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

值小于
",%

#

说明两者一致性不够理想,

%

-

)通过血涂片显微镜检查#计算结

果阳性率#以此来判断所制定标准的合理性*有效性)

/

!

结
!!

果

/,$

!

仪器警告提示的评价
!

对
\2/!#""

检测的
*))

份标本符

合涂片复检中标准的标本进行血涂片显微镜镜检分析#并用

P@

HH

@

值评价仪器报警提示与显微镜检查结果一致性程度#见

表
#

)

表
#

!

仪器提示结果与显微镜镜检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仪器提示
%

符合
P@

HH

@ " #

一致程度

未成熟粒细胞
#7) )# ",7) 6,#)

"

","#

不够理想

异型淋巴细胞
)7 #) ",7# %,*+

"

","#

不够理想

原始粒细胞
7+ * ",!6 %,$$

"

","#

不够理想

核左移
)* 7* ",$* +,%7

"

","#

尚可

有核红细胞
7$ + ",!* %,#6

"

","#

不够理想

血小板聚集
$) #) ",!) %,))

"

","#

不够理想

血小板减少
#*% #*7 ",+6 #$,+"

"

","#

满意

红细胞形态异常
7# ## ",%! ),6"

"

","#

尚可

/,/

!

符合血涂片复检标准的标本显微镜检查的阳性符合率
!

符合本标准本实验复查标本
)))

份#其中部分标本存在着符合

多种标准的可能#逐项复查血涂片阳性率见表
!

)

/,'

!

7""

份随机标本血涂片显微镜镜检结果
!

7""

份随机标

本经
\2/!#""

检查后只要符合其中任一项血涂片复检标准即

为符合复检标准阳性标本(

7""

份随机标本均进行血涂片显微

镜镜检#显微镜检出一项阳性即为血涂片显微镜镜检阳性标

本)结果显示!敏感度为
+),6"-

#特异度为
*#,#$-

#准确性

为
*),$6-

#见表
7

)

表
!

!

)))

份符合标准的标本显微镜复查分析

仪器提示信息 标本$

%

% 阳性符合率$

-

%

白细胞计数异常
+7 +6,*)

未成熟粒细胞
#7) 76,6*

异型淋巴细胞
)7 !*,7"

原始细胞
7+ !),*#

核左移
)* $),)!

有核红细胞
7$ !),""

血小板聚集
$) !7,"*

血小板减少
#*% ++,%$

红细胞形态异常
7# 7),%*

表
7

!

7""

份随机标本符合标准与血涂片显微镜镜检比较%

%

&

符合复检标准
血涂片显微镜镜检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例数
*+ 7+ #!*

阴性例数
% #$* #6!

合计
+7 !"6 7""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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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具有灵活的进样方

式和
6

种检测模式#可以满足临床不同标本的检测要求#并可

节约试剂成本)其应用专用的
T3(

"

310M

*

'&'

和
T3(

Z']]

检测通道*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术原理结合细胞化学荧

光染色技术对血细胞进行检测#当细胞$或其他颗粒%通过激光

束被照射时#细胞$或其他颗粒%因本身的各种特性$如体积大

小*染色程度*细胞成分浓度或细胞核密度等%#可阻挡或改变

激光束的方向#产生与细胞$或其他颗粒%特征相应的各种角度

的散射光)通过每个细胞产生的
7

种信号来分辨细胞#前向散

射光反映细胞的体积#侧向
+"h

散射光反映细胞内容物$如核和

颗粒等%#侧向荧光反映细胞内核酸的含量#并得到细胞散点图

和用细胞直方图直观表示,

)

-

#从而保证了白细胞分类的质量)

血涂片显微镜复检不仅能够补充仪器鉴别血细胞形态能

力的不足#而且可以直观地评估和验证血细胞分析仪所报告结

果的可行性)表
#

对符合复检标准的标本与血涂片显微镜镜

检一致性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仪器提示血小板减少与血涂

片显微镜镜检结果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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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6

#

"b#$,+"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显示两者一致性满意(提示核左移的仪

器结果与镜检结果比较
P@

HH

@

值
",$*

#

"b+,%7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提示两者一致性尚可(而提示未成熟粒细

胞*异型淋巴细胞*原始粒细胞*有核红细胞*血小板聚集的仪

器结果与镜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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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7)

*

",7#

*

",!6

*

",!*

*

",!)

#

"

值分别为
6,#)

*

%,*+

*

%,$$

*

%,#6

*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为显示两者一致性尚不够理想)其中不

排除由于推片和阅片的限制#以及分析数量的影响)结果说

明#在仪器存在上述报警信号提示时#必须进行人工推片#染色

镜检#以证实提示信息的可靠性#更排除一些误报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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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表
!

显示#异常提示与人工镜检的符合率因异常细胞的种

类不同而有较大差异)部分标本出现符合多种复检标准的现

象#逐项进行镜检发现仪器报警提示白细胞计数异常*血小板

减少的阳性率分别为
+6,*)-

*

++,%$-

#符合率较高(提示核

左移的阳性率为
$),)!-

#符合率较好(提示原始细胞*未成熟

粒细胞*异型淋巴细胞*有核红细胞的阳性率分别为
!),*#-

*

76,6*-

*

!*,7"-

*

!),""-

#符合率相对较差)

7$

份仪器提示

有核红细胞的标本中血涂片有
!6

份未见有核红细胞#导致误

报警的原因可能是
\2/!#""

是根据侧向荧光和侧向散射光信

号来计算
N.3(

#所以导致仪器误把小淋巴细胞计为有核红细

胞(也有可能是中荧光网织红细胞与高荧光网织红细胞

$

U].

%胞浆内核糖体等碱性物质含量增多#体积近似于红细

胞#被荧光染色后造成计数上的误差(也有可能是因为各种原

因所致的血小板聚集或巨大血小板等因素引起计数上的误差)

)7

份仪器提示异型淋巴细胞的标本中血涂片有
7*

份未见异

型淋巴细胞#可能与实验者对异常淋巴细胞的辨认尚不够准确

有关#也有可能是大颗粒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在体积*颗粒及

染色质疏密程度上与异型淋巴细胞有一定的相似性,

$

-

#造成了

仪器识别异型淋巴细胞的困难)

$)

份仪器提示血小板聚集的

标本中血涂片有
)"

份未见血小板聚集#可能与血小板卫星现

象*仪器提示阈值或细胞碎片等杂质有关#造成仪器识别错误)

表
7

显示#仪器假阳性率为
#7,""-

$

7+

"

7""

%#造成假阳

性较高的可能原因如下!有些标本仪器提示有未成熟的粒细

胞#但镜检并没有发现)

\2/!#""

血细胞分析仪采用单独通道

对未成熟粒细胞进行测定#原理是基于未成熟粒细胞膜上的脂

质成分较成熟粒细胞少,

6

-

#与硫化氨基酸结合的量多于较成熟

的细胞*且对溶血剂有抵抗作用)当加入溶血剂时#成熟的粒

细胞被溶解#只留下幼稚细胞得以计数)上述镜检未检测到阳

性#可能是因为机体出现了炎性反应#使成熟粒细胞膜成分发

生改变导致仪器的误报警,

*

-

)有些标本仪器提示有未成熟粒

细胞而显微镜结果为中幼粒细胞
","")

#晚幼粒细胞
","#

等#

均未能达到镜检阳性的标准#但已接近临界值)有些标本提示

单核细胞增加而显微镜结果为
",#"

"

",#%

#均未能达到镜检

阳性的标准#但已接近临界值)这种情况与仪器本身设计的灵

敏度有关#而且与实验人员识别血细胞的能力有关#大家可以

通过扩大检测样本量和加强检验人员的培训来减少人工镜检

的差异)

表
7

还显示#本室设定的显微镜复检标准的特异度为

*#,#$-

#特异度不是很理想的原因可能与标本例数不足等因

素有关#也可能与实验室设置仪器的参数有关)例如#该机设

置提示阈值较低#以增高提示的灵敏度#减少漏掉异常细胞的

机会)仪器这样设置也同时会造成相应的特异度较低)

综上所述#

\2/!#""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尚不能完全代替

人工显微镜对各类血细胞$特别是骨髓细胞*异常细胞等%的识

别和分类检查#为了保证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提供

临床诊断价值#面对仪器报警信号#都应严格按照复检规则进

行显微镜复检)同时#也要注意提高临床技术人员识别血细胞

的能力#学会综合分析各种干扰因素#为临床提供全面*准确可

靠的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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