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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染色性偏向幼稚#所以仪器报警规则中#异常

淋巴细胞和未成熟粒细胞比例分别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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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率最低的是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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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直观程度#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应用(同时还可利用血液分析仪自带数据分析软件

R2*@2A

程序#比较计算仪器法与人工分类方法的性

能特征#设定和调整复检规则#在保证分析筛选效能

的前提下#降低复检率)优化临床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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