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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壮族健康人群外周血细胞参数检测结果分析

张海洁，兰周燕，石　祥，韦建开，邓益斌△（右江民族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广西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百色地区壮族健康青年、老年人群外周血细胞各项参数的差异。方法　对２０１２年９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体检的１７１２例壮族健康青年和老年人外周血细胞参数检测结果进行回

顾性分析。结果　老年男性和青年男性之间，红细胞计数（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ｂ）、红细胞平均体积（ＭＣＶ）、红细胞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ＭＣＨ）、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老年女性与青年女女性之间，

ＲＢＣ、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ＭＣＨ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之间，ＲＢＣ、Ｈｂ、

ＭＣＶ、ＭＣＨ、ＭＣＨＣ、血小板比容（ＰＣＴ）、ＨＣ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青年男性与青年女性之间，

ＲＢＣ、Ｈｂ、ＭＣＶ、ＭＣＨ、血小板（ＰＬＴ）、ＰＣＴ、ＨＣ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百

色地区壮族健康者外周血细胞部分参数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根据年龄和性别建立适合本地群人群的血细胞参数

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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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细胞分析是临床常规检测项目之一。青年和老年人群

机体生理功能有所差异，在细胞新陈代谢方面的差异更为明

显。本研究探讨了百色地区壮族健康青年、老年人群外周血细

胞各项参数的差异，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右江民族医学

院附属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者１７１２例纳入本研究。１７１２例受

检者均为长期居住在百色地区的壮族人群，经体格检查无确诊

疾病，实验前未接受任何药物治疗，排除处于月经期内的女性。

１７１２例受检者中，青年人１１１８例，年龄１８～４４岁，男７４２

例、女３７６例；老年人５９４例，年龄均超过６５岁，男２３０例、女

３６４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ＢＣ６８００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校准品和质控品（深圳迈瑞公司）。

１．３　方法　于体检当日采集受检者空腹肘静脉血２ｍＬ，乙二

胺四乙酸二钾抗凝，室温条件下迅速颠倒混匀，并于２ｈ内完

成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白细胞计数（ＷＢＣ）、红细胞计数

（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ｂ）、红细胞平均体积（ＭＣＶ）、红细胞平均

血红蛋白含量（ＭＣＨ）、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ＭＣＨＣ）、血

小板计数（ＰＬＴ）、血小板比容（ＰＣＴ）、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检

测前对仪器进行校准和保养，确保质控品检测结果在控制范围

后进行标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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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狋

检验。犘＜０．０５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青年、老年男性外周血ＲＢＣ、Ｈｂ、ＭＣＶ、ＭＣＨ、ＨＣＴ检测

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青年、老年女

性外周血ＲＢＣ、ＭＣＨＣ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２。老年男性、女性外周血ＲＢＣ、Ｈｂ、ＭＣＶ、ＭＣＨ、

ＭＣＨＣ、ＰＣＴ、ＨＣＴ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３。青年男性、女性外周血ＲＢＣ、Ｈｂ、ＭＣＶ、ＭＣＨ、

ＰＬＴ、ＰＣＴ、ＨＣＴ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１　青年、老年男性外周血细胞各项参数检测结果（狓±狊）

组别 狀
ＷＢＣ

（×１０９／Ｌ）

ＲＢＣ

（×１０１２／Ｌ）

Ｈｂ

（ｇ／Ｌ）

ＭＣＶ

（ｆＬ）

ＭＣＨ

（ｐｇ）

ＭＣＨＣ

（ｇ／Ｌ）

ＰＬＴ

（×１０９／Ｌ）

ＰＣＴ

（％）

ＨＣＴ

（Ｌ／Ｌ）

青年 ７４２ ６．４８±１．３１ ４．９７±０．３４ １４１．２５±９．３１ ９１．９５±４．３７ ２８．８０±１．７８ ３１２．７５±９．７７ ２１３．３８±４１．８２ ０．１１９±０．０２７ ４６．１７±２．８８

老年 ２３０ ６．２６±１．３０ ４．７１±０．０４ １３４．６４±９．５９ ９３．２３±５．０９ ２９．３４±１．８７ ３１１．２４±７．４６ ２１２．１２±４５．２３ ０．１２１±０．０３４ ４２．８４±２．７３

　　注：与老年男性检测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表２　青年、老年女性外周血细胞各项参数检测结果（狓±狊）

组别 狀
ＷＢＣ

（×１０９／Ｌ）

ＲＢＣ

（×１０１２／Ｌ）

Ｈｂ

（ｇ／Ｌ）

ＭＣＶ

（ｆＬ）

ＭＣＨ

（ｐｇ）

ＭＣＨＣ

（ｇ／Ｌ）

ＰＬＴ

（×１０９／Ｌ）

ＰＣＴ

（％）

ＨＣＴ

（Ｌ／Ｌ）

青年 ３７６ ６．４８±１．３１ ４．４４±０．３２ １１８．９０±１０．２６ ９０．８８±４．４０ ２８．１９±１．６７ ３１４．４７±１１．２７ ２２２．９４±４２．２７ ０．１４６±０．０３７ ４０．０２±２．６７

老年 ３６４ ６．２６±１．３０ ４．３７±０．０３ １２０．１７±１０．７０ ９０．０５±４．３２ ２８．１８±１．３４ ３０８．５３±５．９８ ２２０．５４±４１．５６ ０．１４５±０．０２９ ３９．８７±２．７８

　　注：与老年女性检测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表３　老年男性、女性外周血细胞各项参数检测结果（狓±狊）

组别 狀
ＷＢＣ

（×１０９／Ｌ）

ＲＢＣ

（×１０１２／Ｌ）

Ｈｂ

（ｇ／Ｌ）

ＭＣＶ

（ｆＬ）

ＭＣＨ

（ｐｇ）

ＭＣＨＣ

（ｇ／Ｌ）

ＰＬＴ

（×１０９／Ｌ）

ＰＣＴ

（％）

ＨＣＴ

（Ｌ／Ｌ）

男性 ２３０ ６．２６±１．３０ ４．７１±０．０４ １３４．６４±９．５９ ９３．２３±５．０９ ２９．３４±１．８７ ３１１．２４±７．４６ ２１２．１２±４５．２３ ０．１２１±０．０３４ ４２．８４±２．７３

女性 ３６４ ６．２６±１．３０ ４．３７±０．０３ １２０．１７±１０．７０ ９０．０５±４．３２ ２８．１８±１．３４ ３０８．５３±５．９８ ２２０．５４±４１．５６ ０．１４５±０．０２９ ３９．８７±２．７８

　　注：与老年女性检测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表４　青年男性、女性外周血细胞各项参数检测结果（狓±狊）

组别 狀
ＷＢＣ

（×１０９／Ｌ）

ＲＢＣ

（×１０１２／Ｌ）

Ｈｂ

（ｇ／Ｌ）

ＭＣＶ

（ｆＬ）

ＭＣＨ

（ｐｇ）

ＭＣＨＣ

（ｇ／Ｌ）

ＰＬＴ

（×１０９／Ｌ）

ＰＣＴ

（％）

ＨＣＴ

（Ｌ／Ｌ）

男性 ７４２ ６．５２±１．３１ ４．９７±０．３４ １４１．２５±９．３１ ９１．９５±４．３７ ２８．８０±１．７８ ３１２．７５±９．７７ ２１３．３８±４１．８２ ０．１１９±０．０２７ ４６．１７±２．８８

女性 ３７６ ６．４８±１．３１ ４．４４±０．３２ １１８．９０±１０．２６ ９０．８８±４．４０ ２８．１９±１．６７ ３１４．４７±１１．２７ ２２２．９４±４２．２７ ０．１４６±０．０３７ ４０．０２±２．６７

　　注：与青年女性检测结果比较，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血细胞分析各参数参考区间所参照的《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第３版）》
［１］于２００６年颁布，但在制定时没有考虑

种族、年龄、性别、地区等对参考区间的影响。此外，该标准中

的“成人”一般是指１８岁以上的人群，包括青年、中年、老年各

年龄段。然而，各年龄段人群的生理状况存在差异，特别是老

年人因脏器功能的衰退，某些参数有可能出现生理性改变［２３］。

有研究显示，海拔高度和纬度对血细胞参数，尤其是 ＲＢＣ和

Ｈｂ产生较大的影响，气候温度与 Ｈｂ则呈负相关
［４］。近年来，

国内多个地区以当地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相继报道了成年

人和（或）老年人的各项参数参考区间［５９］。百色地区以壮族人

口居多，铝矿丰富，而铝矿的开采有可能对血细胞部分参数产

生影响。本研究分析了百色地区壮族健康青年、老年人群外周

血细胞各项参数的检测结果，为开展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奠定

了基础。

本研究根据年龄和性别，对比分析了１７１２例百色地区壮

族健康青年、老年体检者外周血细胞各项参数，结果显示老年

男性与青年男性之间ＲＢＣ、Ｈｂ、ＭＣＶ、ＭＣＨ 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老年女性与青年女性之间ＲＢＣ、ＭＣＨＣ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老年女性ＲＢＣ、ＭＣＨＣ均低

青年女性，说明女性随着年龄增长，ＲＢＣ、ＭＣＨＣ下降明显，可

能与老年女性处于绝经期有关。有研究证实，相同年龄段男性

与女性之间血细胞参数检测结果具有差异［１０１３］。因此，本研

究同时进行了健康青年男性与女性，以及健康老年男性与女性

之间的比较，结果显示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之间除 ＷＢＣ、ＰＬＴ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项参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且老年女性大部分参数低于老年男性，可能

与女性生理特征有关。青年男性与青年女性之间除 ＷＢＣ、

ＭＣＨ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项参数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青年女性大部分参数低于青年

男性。

综上所述，百色地区壮族健康青、老年人群外周血细胞多

项参数存在明显差异，相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人群之间也多项参

数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必要根据年龄和（下转第２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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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ＭＩＦ、ＥＣＰ、嗜酸性粒细胞及ＩＬ１３水平均高于不适宜温

度条件下的Ａ组患儿水平（犘＜０．０５），且血清 ＭＩＦ与ＥＣＰ、嗜

酸性粒细胞及ＩＬ１３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环境温度

可能影响环境中粉尘螨的数量，进而影响粉尘螨致敏哮喘患儿

体内的变应性炎性反应程度，血清 ＭＩＦ也可作为哮喘患儿变

应性炎性反应程度的衡量指标。进一步分析不同环境温度下

血清 ＭＩＦ与ＥＣＰ、嗜酸性粒细胞、ＩＬ１３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血清 ＭＩＦ与ＥＣＰ、嗜酸性粒细胞、ＩＬ１３均呈正相关，说明在不

同病期、不同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下，粉尘螨致敏哮喘患儿体

内变应性炎性反应程度有差异，但不论患儿体内炎性反应程度

如何，血清 ＭＩＦ与ＥＣＰ、嗜酸性粒细胞、ＩＬ１３均呈明显正相

关，进一步证明血清 ＭＩＦ可作为判断粉尘螨致敏哮喘患儿的

病情及体内变应性炎性反应程度的指标。

综上所述，血清 ＭＩＦ与粉尘螨致敏哮喘患者发病机制密

切相关；在不同病期、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ＭＩＦ均可作为病

情判断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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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别建立适用于本地区人群的外周血细胞参数的参考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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