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可促进钾离子从细胞外向细胞内转移#

导致低钾血症#从而触发
*O))

*

+

+

)甲亢患者治疗后甲状腺功

能恢复正常#

*O))

不再发生可能与此有关)

随着儿童定义的改变#目前小于
"0

岁患者多于儿科而不

是成人科室就诊)

*O))

多于青壮年期发病而儿童发病较少#

以周期性麻痹为首发症状的报道更为少见#容易导致误诊*

"#

+

)

因此#对于年长儿劳累后出现周期性麻痹需行电解质测定

及甲状腺功能检查除外
*O))

)电解质检查耗时至少
"A

#本

组数据显示#

*O))

患儿多有低钾血症特有的心电图改变#故

周期性麻痹患儿应该常规行心电图检查#若有
*

波低平甚至

出现
P

波等表现#可先行补钾以避免延误治疗)由于
*O))

低钾血症系钾离子分布异常而机体总钾浓度正常#故对于低钾

血症和肌无力表现不重的患儿应该以口服补钾为主#密切随访

血钾变化#避免出现医源性高钾血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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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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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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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是临床最常见的检测项目之一)各级医疗机

构为了缩短门急诊患者的就医时间#通常采用抗凝末梢血进行

全血细胞计数#并在
;#H>7

内发送报告)血常规标本放置时

间是否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一直没有科学定论)为探究不

同放置时间与检测结果的关系#本文选取
,#"$

年
",

月
;%

例

本院门诊健康体检者的血常规标本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表明抗凝末梢血不同放置对血常规检测的部分结果影响较

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
,#"$

年
",

月本院门诊健康体检者

;%

例#其中女
""

例#男
,$

例#年龄
"0

"

8$

岁)

$./

!

仪器与试剂
!

`

J

9H6N:0##>

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试剂与

质控品均为
`

J

9H6N

公司原装配套产品)试剂,质控品批号均

在有效期内)

$.'

!

方法
!

血细胞计数仪每天按常规做好室内质控)采用毛

细血管法采集
0#

#

T

指尖末梢血放入一次性
".%HT

锥形离

心管$含干燥
][*!:c

,

抗凝剂%内充分混匀即刻进行
`

J

9H6N:

0##>

全自动血球计数仪测定#然后将标本静置室温$

,#

"

,$

Y

%#分别在
"#

,

,#H>7

测定#记录结果并对其进行统计学

分析)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Pd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检验水

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Y

条件下标本放置不同时间对各检测结果的影响

见表
"

)在
,#

"

,$Y

条件下#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等检

测项目各时间点数据无明显变化#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血小板数量会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其中
"#

,

,#

H>7

测定与
#H>7

检测结果比较明显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

表
"

!

标本放置不同时间血细胞检测结果%

PdE

&

标本放

置时间

白细胞

$

W"#

/

"

T

%

红细胞

$

W"#

",

"

T

%

血红蛋白

$

D

"

T

%

血小板

$

W"#

/

"

T

%

#H>7 0.0+d;.;0 $.00d#.%" "$+d"/.,/ "8,d%,.,%

"#H>7 0./;d;.$0 $.+0d#.$0 "$$d"0.,; ,;8d+,.;0

"

,#H>7 0./"d;.%" $.+0d#.%# "$$d"0.+% ,$"d+;.,%

"

!!

注!与
#H>7

比较#

"

#

$

#.#%

)

'

!

讨
!!

论

!!

目前血常规检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检测方法#能够有

效评估人体的健康状况#准确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定位#有助于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BGZ65(C>7

!

[6?6HG6=,#"%

!

\3C.",

!

X3.,;



疾病的鉴别#为医生找出病因#提供治疗依据*

"

+

)血常规检查

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标本采集方式,标本放置时间及检

测方法等#其操作流程主要是对患者采集一定量末梢血或静脉

血标本进行全血细胞计数*

,

+

)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日常门,急

诊血常规检测数量各有差异#发送报告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十

分钟各不相同)常温条件下放置时间是否会对血常规的检测

结果造成影响#需要对检测数据进行科学认证)本研究所得数

据证实#血液标本在常温条件下放置时间的长短会对末梢血常

规的检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的

数目随时间的增加无明显变化#血小板数目随时间的延长而明

显增加)

`

J

9H6N:0##>

利用流细胞计数法执行白细胞计数(利

用流体聚焦法来分析红细胞和血小板(利用
T̀̀

血红蛋白检

测法来分析血红蛋白)此技术的应用有效保证了各参数基本

稳定)但由于血小板肿胀,

][*!:c

,

所致的细胞毒性及血小

板可逆性聚集的特点#将会导致其检测结果根据时间的变化而

发生变化*

;

+

)末梢血常规标本中虽然使用了抗凝剂#但是离开

机体的血液标本依然会发生部分凝聚#随着放置时间的继续延

长#凝聚的血小板又会自动解凝*

$

+

)因此#结果在
#H>7

检测

时出现假性降低*

%

+

)大量研究表明#放置时间越长#血小板的

实际数量就会愈低)红细胞也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破坏#红细胞

破坏产生的碎片远远超过血小板破坏的量#分析仪检测血小板

时不能识别红细胞碎片而误将其以电脉冲形式计入#造成测定

结果假性增高*

8

+

)有研究认为#在血小板异常时#仪器法变异

系数高于镜检法*

+

+

)因此#对于某些血液及本身血小板异常的

患者#应采用手工计数来复检#以避免漏检与误检#提高血小板

计数的准确性*

0

+

)有文献指出#血标本在
,#Y

保存#平均血小

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大型血小板比率变化比较快#

,A

的

测定值与
#H>7

测定值有显著性差异*

/

+

)也有报道指出#平均

血小板体积测定必须在
"A

内完成才能正确反映体内血小板

状况*

"#

+

)一些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由于就诊患者较少#血常规

检验不需排队等候#为了缩短患者等候时间#往往在末梢血常

规标本采集后马上检测#

;

"

%H>7

就能发送报告)

结合本研究数据#作者认为#在
,#

"

,$Y

条件下#末梢血

常规标本采集后需放置
"#H>7

以上并在
"A

内完成血常规检

测可以满足一般临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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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骨髓瘤合并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罕见#本文选取本

院近期收治的
"

例多发性骨髓瘤合并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患

者#对其诊治情况分析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患者#女性#

%8

岁#因反复发热伴盗汗
"%5

#于
,#"$

年
"

月
,#

日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其
(*

示!纵隔多发占位病

变)纵隔穿刺活检
,

次#都是一些坏死组织#不适于行免疫表

型检测进行诊断)

,#"$

年
"

月
,%

日行骨髓穿刺#涂片示!原

始细胞和幼稚浆细胞所占比例为
,%.%1

#考虑多发性骨髓瘤

$图
"

%)流式细胞术可见一群细胞高表达
([;0

和
([%8

#可疑

表达胞浆
cB

<<

B

轻链#分析考虑克隆性浆细胞病$图
,

%#未治

疗)后因反复发热体温高达
;/

"

$#Y

#为进一步治疗于
,#"$

年
,

月
,"

日来本院就诊)门诊以多发性骨髓瘤收入院#入院

后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同时完善相关检查#血常规,肾功能和血

钙都正常#血清总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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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
$/.8

D

"

T

#

*

,

微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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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明确诊断为
S

D

e

型多发性骨髓瘤#遂以
\![

方

案化疗
,

周期#发热,盗汗等症状缓解出院)患者于
,#"$

年
%

月
"#

日来本院复查#

(*

示纵隔多发占位病变#多系淋巴结肿

大#怀疑淋巴瘤)左锁骨上淋巴结穿刺活检免疫组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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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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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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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

:̀"##

$

Q

%#诊断为间变性大细胞淋

巴瘤$图
;

,

$

%)入院以
](O')

方案化疗
8

周期)患者在化疗

过程中发热,盗汗,乏力症状很快缓解#一般情况明$下转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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