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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无创心电学指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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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GHGA4,S0?

自动化数字图像分析系统在血小板聚集中的应用

李光友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安徽芜湖
">!$$$

$

!!

摘
!

要"目的
!

对
(:223*GHGA4,S0?

自动化数字图像分析系统"简称
,S0?

$在血小板聚集中的应用进行

评价%方法
!

随机选取
"%%

份血常规标本!分别采用
,S0?

&

.b.SUWWT60$$$

"简称
WT60$$$

$和人工镜检判

断血小板聚集情况%以人工镜检结果作为金标准!评价
,S0?

及
,S0?

联合
WT60$$$

检测血小板聚集阈值对

血小板聚集的判断价值%结果
!

,S0?

判断血小板聚集的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阳性预测值为

@0#</

!阴性预测值为
0!#"/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

,S0?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

!

说明
,S0?

对血小板聚集判断准确性较好%

,S0?

联合
WT60$$$

检测血小板聚集阈值的灵敏度为
<%#$/

!特

异度为
0&#$/

%结论
!

,S0?

对血小板聚集判断准确性较好#

,S0?

联合
WT60$$$

可提高筛查的特异度%

关键词"

,S0?

#

!

血小板聚集#

!

WT60$$$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0>@@

"

"$!0

$

!$6!>&@6$"

!!

血细胞分析仪因检测原理的局限#无法准确识别

血小板聚集#影响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造成血小板

计数假性减低#需要人工进行显微镜复查'

!

(

)

(:26

23*GHGA4,S0?

自 动 化 数 字 图 像 分 析 系 统 简 称

,S0?

#是将传统显微镜和基于细胞数据库的人工神

经网络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细胞分析技术#不仅能够提

供白细胞和红细胞形态信息#也能够提示血小板聚集

信息'

"6&

(

)本研究对
,S0?

在血小板聚集方面的临床

应用进行评价#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芜湖市第二人民

医院
!0"

例门诊或住院患者#以及体检中心
<@

例健

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S0?

$

(:223*GHGA4-1

公司&%

WT6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WT60$$$

#日本

.

I

H8:L

公司&%

.'6!$

全自动血涂片制备仪$日本

.

I

H8:L

公司&%

_2

I

8

9

CH

显微镜$

_2

I

8

9

CH

广州工业

有限公司&)各检测仪器均使用原装配套试剂和质

控物)

$#'

!

方法
!

采集
"%%

例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

乙二胺四乙酸抗凝#严格按照
WT60$$$

操作规程进行

检测#

.'6!$

全自动血涂片制备仪自动推片*染色*烘

干#以上操作均在采集后
?D

内完成)然后#由人工镜

检和
,S0?

进行阅片)人工镜检和
,S0?

均以血涂

片中见到血小板聚集个数
'

@

个为血小板聚集阳

性'

>6@

(

)记录
WT60$$$\T=

通道提示血小板聚集的

阈值#以阈值为
'

@$

个判断为血小板聚集阳性#

$

#

>$

个判断为阴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以人工镜检结果作为金标准#

采用
a3

99

3

检验判断
,S0?

和人工镜检结果的一致

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_(

&曲线#评价
,S0?

诊

断的准确性)

/

!

结
!!

果

/#$

!

,S0?

与人工镜检结果一致性分析
!

a3

99

3

检

验结果显示#

,S0?

检测与人工镜检结果的
a3

99

3

值

为
$#@&

#二者一致性尚可)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3PS:5(2G4

!

S3

I

"$!0

!

*A2#!?

!

TA#!$



表
!

!!

,S0?

与人工镜检血小板聚集结果#

)

%

,S0?

人工镜检

阳性 阴性

阳性
%$ >%

阴性
!> !>?

/#/

!

,S0?

对血小板聚集筛查价值
!

,S0?

判断血

小板聚集的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阳性

预测值为
@0#</

#阴性预测值为
0!#"/

)

/#'

!

,S0?

对血小板聚集检测的准确性评价
!

=_(

曲线分析显示#

,S0?

的
=_(

曲线下面积为
$#%0

#说

明
,S0?

对血小板聚集判断准确性较好)见图
!

)

图
!

!!

,S0?

对血小板聚集筛查的
=_(

曲线

/#1

!

,S0?

联合
WT60$$$

检测血小板聚集阈值
!

,S0?

联合
WT60$$$

检测血小板聚集阈值的灵敏度

为
<%#$/

$其中一项阳性即视为阳性&#特异度为

0&#$/

$当
"

项试验均为阳性时才视为阳性&)

'

!

讨
!!

论

!!

血小板聚集是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导致血小板计

数假性减低的原因#必须人工进行形态学复查来判

断#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使实验室周转时间延长)

,S0?

可以辅助人工镜检#帮助筛查异常血涂片#速

度是人工镜检的
&

倍#并且可以保存图像信息以便回

顾分 析#缩 短 了 实 验 室 周 转 时 间#提 高 了 工 作

效率'

?6%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S0?

判断血小板聚集的灵敏

度为
<&#&/

#特 异 度 为
%@#?/

#阳 性 预 测 值 为

@0#</

#阴性预测值为
0!#"/

)

=_(

曲线分析显示#

,S0?

的
-N(

为
$#%0

#说明
,S0?

对血小板聚集判

断准确性较好)国外调查研究表明#

,S0?

对血小板

形态判断准确性有限'

<

(

)本研究发现#

,S0?

易将染

料沉积*破碎细胞甚至小淋巴细胞判断为血小板聚

集)此外#血涂片的制备和染色效果也直接影响到

,S0?

判读的准确性'

0

(

)

,S0?

对血涂片扫描区域的

限制也是造成与人工镜检差异的重要原因)

WT60$$$

检测血小板聚集阈值特异度为
%&#$/

#

与
.(Y-'a-+)g

等'

!$

(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一些血

小板聚集的标本#仪器检测不到#从而造成假阴性结

果)

,S0?

联合
WT60$$$

检测血小板聚集阈值的并

联试验灵敏度为
<%#$/

#串联试验特异度为
0&#$/

#

提高了筛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综上所述#

,S0?

对血小板聚集判断具有较好的

准确性#但与预期还存在差距#可通过参考细胞库的

不断完善加以改善)在日常工作中#应将
WT60$$$

和

,S0?

联合使用#缩短实验室周转时间#提高血小板

聚集筛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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