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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

.$$$%9

'

!4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职工医院检验科!北京
.$$$1!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北京辖区铁路职工健康体检贫血状况的调查分析!明确铁路职工贫血现状!为铁路

职工的健康管理提供可靠依据$方法
!

对
!$.1

年在北京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

1!#$$

例
!$

!

"$

岁在职铁路职工!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组!比较各组贫血检出率&贫血严重程度和贫血分类情况$

结果
!

男性贫血检出率为
$4%$̂

"

.91

(

"%%9#

#!女性为
84$7̂

"

#87

(

7$."

#!女性贫血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女性
%

%7

!

#7

岁年龄组贫血检出率最高!达
%14$$̂

"

!%7

(

"#"

#'男女贫血程度均

以轻度贫血为主!占贫血总人数的
9$4.9̂

"

8.9

(

"#"

#!贫血类型均以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为主!占贫血总人数

的
194$!̂

"

8$#

(

"#"

#!男性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检出率为
."41!̂

"

.$9

(

"#"

#!女性为
".4%$̂

"

%7"

(

"#"

#!女性

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结论
!

贫血是女性较为常见的疾

病!应加强健康宣传!提高认识!定期进行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及时治疗$

关键词"铁路职工'

!

贫血'

!

健康体检'

!

北京

中图法分类号"

38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1!67#88

"

!$.9

#

!#6%1896$%

!!

临床上贫血是指循环血液中红细胞总量不能满

足生理需要#作为公共健康术语#则定义为血红蛋白

$

TH

%水平低于标准参考值)

.

*

(

YT\

资料显示#在

.77%/!$$8

年#全世界有
."4!

亿人受到贫血的影响#

约占总人口的
!#49̂

#其中大多数都在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

!

*

(我国于
!$$!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显示#贫血发病率为
!$4.̂

#总人数超过
!4"

亿)

%

*

(

我国缺铁性贫血疾病负担较重#

!$$9

年缺铁性贫血的

疾病负担约为
%#49#1

亿美元)

#

*

(铁路职工作为一个

特殊群体#肩负着铁路系统发展的重任#其身体的健

康程度更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生产的安全(为了解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的贫血情况#本研究根据我国的

诊断标准)

8

*

#对辖区内
1!#$$

例铁路职工的体检数据

进行分析#旨在为铁路职工的健康管理和健康维护提

供可靠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以
!$.1

年
%/.!

月来北京铁路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的
1!#$$

例铁路

职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9#

例#女
7$."

例#年

龄
!$

!

"$

岁(

$4/

!

仪器与试剂
!

血常规检测采用日本
&

'

()*+

,-6%$$$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试剂和室内质控品均为

仪器厂家提供的原装品(其操作过程严格按照仪器

与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并严格执行实验室标准操作规

程#检测当日质控结果全部在控(

$4'

!

方法

$4'4$

!

检测方法
!

空腹抽取体检者静脉血
!)M

#置

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真空抗凝管#采血后迅速颠倒混

匀并在规定时间内送至检验科进行血常规检测(通

过全血全自动模式检测血常规(

$4'4/

!

贫血按细胞形态学分类
!

贫血患者按红细胞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NOT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

度$

NOTO

%+红细胞平均体积$

NOQ

%及红细胞分布

宽度$

3PY

%可分为正细胞性贫血+大细胞性贫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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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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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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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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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4$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2

$

$4$8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男+女贫血患病情况比

较
!

见表
.

(在
1!#$$

例受检者中#共检出贫血者

"#"

例#贫血检出率为
$497̂

$

"#"

"

1!#$$

%#其中男性

贫血率为
$4%$̂

#女性贫血率为
84$7̂

#女性贫血率

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表
.

!!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男#女贫血患病情况

性别
&

贫血人数$

&

% 贫血率$

^

% 构成比$

^

%

男
"%%9# .91 $4%$ !9478

女
7$." #87 84$7 1.4$8

合计
1!#$$ "#" $497 .$$4$$

/4/

!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男+女贫血程度患病情况

比较
!

见表
!

(男女贫血程度均以轻度贫血为主#占

贫血总人数的
9$4.9̂

$

8.9

"

"#"

%(

表
!

!!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男#女贫血程度

!!!

患病情况比较(

&

&

^

')

性别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男
."1

$

!8498

%

.9

$

!417

%

!

$

$4%.

%

.91

$

!9478

%

女
%8.

$

8#4%%

%

.$#

$

."4.$

%

#

$

$4"!

%

#87

$

1.4$8

%

合计
8.9

$

9$4.9

%

.!!

$

.9497

%

"

$

$47%

%

"#"

$

.$$4$$

%

/4'

!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不同年龄+性别贫血患病

人数比较
!

见表
%

(男性贫血
%

#7

!

"$

岁检出率最

高#占贫血总人数的
."491̂

$

.$7

"

"#"

%#而女性贫血

在
%

%7

!

#7

岁检出率最高#占贫血总人数的
%14$$̂

$

!%7

"

"#"

%(

表
%

!!

北京辖区内铁路职工不同年龄#性别贫血

!!!

患病人数比较&

&

'

年龄$岁%

轻度

男 女

中度

男 女

重度

男 女

合计

男 女

!$

!

!7 9 87 $ .% . $ 7 1!

%

!7

!

%7 .% 7. ! !! $ $ .8 ..%

%

%7

!

#7 #" .1! 1 "% . # 8# !%7

%

#7

!

"$ .$$ !1 7 9 $ $ .$7 %8

合计
."1 %#7 .9 .$" ! # .91 #87

/41

!

不同贫血类型在男女中的分布情况
!

见表
#

(

按照细胞形态学分类标准#极少数贫血不计入以下
%

种类型#因此与贫血总数存在差异(调查结果显示#

男女贫血类型均以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为主#占贫血

总人数的
194$!̂

$

8$#

"

"#"

%#男性小细胞低色素性贫

血检出率为
."41!̂

$

.$9

"

"#"

%#女性为
".4%$̂

$

%7"

"

"#"

%#且女性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检出率明显

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表
#

!!

不同贫血类型在男女中的分布情况&

&

'

贫血类型 男 女 合计

大细胞性贫血
!9 1 %8

正细胞性贫血
.7 #7 "9

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9 %7" 8$#

合计
.88 #8! "$1

'

!

讨
!!

论

!!

贫血的诊断根据原国家卫生部行业标准
Y&

"

:

#$86!$.!

中国成年人群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

86"

*

!

TH

成年男性
$

.%$

F

"

M

$参考区间
.%$

!

.18

F

"

M

%+成年

女性$非妊娠%

$

..8

F

"

M

$参考区间
..8

!

.8$

F

"

M

%为

贫血(贫血按严重程度可分为!极重度贫血$

TH

$

%$

F

"

M

%#重度贫血$

TH

(

%$

!

"$

F

"

M

%#中度贫血$

TH

%

"$

!

7$

F

"

M

%#轻度贫血$

TH

%

7$

F

"

M

%(

北京辖区铁路职工体检贫血检出率为
$497̂

#远

远低 于 我 国
!$$!

年 进 行 的 全 国 性 调 查 结 果

$

!$4.̂

%

)

%

*

(

YT\

)

!

*

+中国)

1

*对于贫血的诊断标准

分别为!成年男性
TH

低于
.%$

+

.!$

F

"

M

#成年女性

TH

低于
.!$

+

..$

F

"

M

#孕妇
TH

低于
..$

+

.$$

F

"

M

(

!$.8

年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应用
YT\

标

准贫血发病率明显高于应用中国标准的发病率)

9

*

(

因此#在比较国内外贫血发病率时#需要注意所应用

的诊断标准(

本研究结果显示#

%

%7

!

#7

岁年龄段女性贫血发

病率最高(女性是贫血的高患病人群#全球非妊娠期

妇女贫血的患病率约为
%$4$$̂

)

!

*

(女性贫血主要与

女性的生理特点有关!如女性月经周期可能会导致铁

丢失过多#同时还受妊娠期+哺乳期及内分泌等因素

的影响(

%

%7

!

#7

岁段贫血检出率最高#推测可能与

更年期前后激素水平紊乱#导致不规则出血有关(

8$

岁以上女性大部分已绝经#受月经出血影响较小#故

贫血检出率减少)

7

*

(

男女贫血类型均以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为主#共

占贫血总人数的
194$!̂

(贫血的形态学分类是根据

NOQ

+

NOT

+

NOTO

及
3PY

分为正常细胞型+大细

胞型和小细胞低色素性三类(虽然贫血的形态学分

类过于简单#但易于掌握#可提供诊断线索#如低色素

贫血多数是缺铁性贫血#大细胞性贫血很可能是由维

生素
R

.!

或叶酸缺乏引起)

.$

*

(

综上所述#北京辖区铁路职工体检贫血检出率为

$497̂

#主要以
%

%7

!

#7

岁女性人群+小细胞低色素

性+轻度贫血为主#应引起重视#尤其是对中青年女性

的重视(应加强女性贫血的健康宣传#提高认识#重

视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定期进行检查#以便早期发

现并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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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法检测血型及配血出现双群结果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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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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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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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微柱凝胶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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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及交叉配血试验中出现
P4Z

双群结果的原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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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微柱凝胶法检测患者
5R\6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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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采用微柱凝胶抗人球法对临床输血患者进行交叉配血试

验!对出现
P4Z

双群结果进行循证分析并找出原因$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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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送检标本检测血型
.89#"

例!交叉

配血
%7"!

例!其中
5R\6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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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血型结果出现双群结果
1"

例!交叉配血出现
%%

例!分析探讨后找到相应原因$

结论
!

出现双群结果主要原因是携带污染&抗凝不全&凝胶卡破损等外在因素'红细胞本身抗原变化引起的
P4Z

双群结果出现概率较小!需综合分析加以循证$

关键词"微柱凝胶法'

!

双群'

!

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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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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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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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医院临床输血

红细胞血清学检测#其中输血前血型"交叉配血试验

是最常规的工作之一(微柱凝胶法在血型"交叉配血

试验中红细胞凝集反应结果判读上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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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果#在这些判读结果中#

P4Z

双群结果就是微柱

凝胶顶部和底部均能看见红细胞#

P4Z

双群结果虽然

出现的概率非常小#但
P4Z

双群是困扰实验人员判定

血型"交叉配血结果的干扰因素#给最后报告带来非

常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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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探讨微柱凝胶技术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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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交叉配血判读结果出现
P4Z

双

群结果的原因#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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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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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门诊及住院患者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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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交叉配血受血

者标本来自本院临床输血患者血样#所有献血员标本

来自重庆市血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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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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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C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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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离

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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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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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5-5

专用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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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CA;=(

公司
PCEDE

血型确认卡$

PCEDEB;D6

AC>)

%+

PCEDE

抗人球蛋白卡$

PCEDEO;;)H(

%#红细胞

稀释液采用本院制备的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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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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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预处理
!

血型标本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

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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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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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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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交

叉配血标本!受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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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取献血员血

袋辫子血$枸橼酸钠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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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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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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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法血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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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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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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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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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试剂说明

书判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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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交叉配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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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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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人球蛋

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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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标注好主侧和次侧#主侧先加入

献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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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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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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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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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卡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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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好的凝胶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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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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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试剂说明书判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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