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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是在性腺中发现的双链糖蛋白#属于
<PL&

'

超家

族成员#大量研究证实#

0)<0

是多功能的生长与分化调控因

子#与肝脏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目前研究最多的是
0)&

<0

#肝实质细胞和肝星状细胞&

(/)

'均能产生
0)<0

#以自分

泌和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自身和周围细胞#参与肝细胞活性调

节#与肝脏疾病形成关系最为密切*

*

+

,在慢性肝炎(肝纤维化

及肝功能衰竭等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均有
0)<0

异常表

达#

0)<0

具有抑制肝细胞生长(诱导其发生凋亡#同时促进

(/)

分泌胶原等作用,肝纤维化(肝硬变时
0)<0

表达增

高#

0)<0

可能通过抑制肝实质细胞增生#促进间质细胞分泌

肝细胞外基质&

,)O

'而参与肝纤维化(肝硬变的形成*

!

+

,众

多研究已表明#血清中
).Z

(

(0

(

-W

水平可反映肝内其含量

及肝纤维化程度和活性,实验亦表明这
!

项指标的水平随着

病情和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明显增加#而且血清中
0)<0

与
!

项指标的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进一步证明了
0)<0

与
,)O

的合成(代谢及胶原蛋白的沉积密切相关,肝中
0)<0

活性

可反映肝纤维化程度及活动情况#提示
0)<0

能较好地反映

慢性肝病纤维化的进展程度#可作为临床评估慢性肝病病变程

度和疗效的良好指标#亦可作为肝纤维化的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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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链脂肪乳对血小板和血红蛋白检测的影响

柯庆喜!张如平"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中'长链脂肪乳对血小板"

M-<

#和血红蛋白"

(N

#测定的影响%方法
!

选取健康体检人群

血常规$三酰甘油$胆固醇均正常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的血常规标本
"%

份!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

岁%将每管血常规的血标本分成
"

份!每份各加
*'%

#

-

血液!分别加入生理盐水$脂肪乳原液$

$i*

稀释的

脂肪乳$

$i#

稀释的脂肪乳$

$i1

稀释的脂肪乳各
!%

#

-

%全血模式下测定血常规!记录
M-<

$

(N

的检测结果!用

/M//

软件进行配对
@

检验%结果
!

M-<

$

(N

在加入生理盐水和不同浓度脂肪乳检测后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I

$

%6%"

#%结论
!

脂肪乳对
M-<

和
(N

检测结果有影响%

!关键词"

!

脂肪乳&

!

血小板&

!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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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调查发现#在住院患者中半数以上处于营养不良状

态#临床上一般采用静脉滴注脂肪乳为患者提供能量和必需脂

肪酸*

$

+

,脂肪乳为白色乳状液体#其主要成分为大豆油(中链

甘油三酸酯(卵磷脂(甘油等#其颗粒直径为
%6!"

#

J

#颗粒完

整#比较稳定#脂肪乳剂中少数脂肪乳颗粒直径和患者血小板

&

M-<

'相近*

*

+

#且脂肪乳的输入使血浆浊度更加明显*

!

+

#导致

输入脂肪乳的患者
M-<

和血红蛋白&

(N

'会假性增高,血常

规检测均采用全血标本#这些标本不需要将血浆和血细胞分离

后测定#因此血浆浑浊与否不容易被发现#血浆浑浊对测定结

果是否有影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本文主要通过在正常血常

规标本中加入稀释不同浓度的外源性脂肪乳和生理盐水进行

血常规测定,目的在于观察脂肪乳对
M-<

和
(N

的影响及程

度#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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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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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的选取
!

选取本院体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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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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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

*$

日健康体检人群血常规测定值正常的血常规标本
"%

份#

"%

份

标本的三酰甘油&

<P

'(胆固醇&

<)

'也正常#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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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平均
!%

岁,

>6?

!

仪器及试剂
!

法国
0UbM,W<;0&2%

血细胞分析仪(

,4<0&̀

*

抗凝的血常规真空管(生化管(一次性采血针(碘酒(

'"3

乙醇(

%

!

$%J-

移液管
$

支(一次性试管
*"%

支(

$%%

!

$%%%

#

-

加样枪
$

支(

*%

!

*%%

#

-

加样枪
$

支(枪头,法国

0UbM,W<;0&2%

血细胞分析仪的原装配套试剂(配套质控

品(广州百特侨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3

中"长链脂肪

乳注射液#脂肪乳规格
*"%J-

(

*"

G

大豆油(

*"

G

中链
<P

(

!

G

卵磷脂(

26*"

G

甘油#产品批号!

PO%+%"%'+

,生理盐水,

>6@

!

方法

>6@6>

!

质控
!

用配套的质控品对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质控#仪

器在控,

>6@6?

!

标本测定
!

测定健康体检人群的血常规标本#同时测

定生化项目及
<)

(

<P

,

>6@6@

!

实验前准备
!

&

$

'稀释脂肪乳!将脂肪乳对倍稀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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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配置成浓度比为
$i*

(

$i#

(

$i1

的
!

个浓度)&

*

'实验中所

加的
"

种浓度的试剂!生理盐水(脂肪乳原液(

$i*

稀释的脂

肪乳(

$i#

稀释的脂肪乳(

$i1

稀释的脂肪乳,

>6@6A

!

加样和测定
!

将每管血常规的血液标本分成
"

管#每

管
*'%

#

-

#于
$

(

*

(

!

(

#

(

"

管中分别加入生理盐水(脂肪乳原

液(

$i*

稀释的脂肪乳(

$i#

稀释的脂肪乳(

$i1

稀释的脂肪

乳各
!%

#

-

,第
$

!

"

管中相当于依次加入了
%6%3

(

$%6%3

(

!6!3

(

*6"3

(

$6$3

浓度的脂肪乳#静置
"J8:

后#全血模式下

测定血常规#记录
M-<

和
(N

的数据,

>6A

!

统计学方法
!

使用
$!6%

版本
/M//

软件进行配对
@

检验,

?

!

结
!!

果

?6>

!

"%

份标本加入生理盐水和不同浓度的脂肪乳后
M-<

和

(N

的检测结果 见表
$

,经配对
@

检验#

M-<

和
(N

结果生理

盐水组与脂肪乳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6%"

',

表
$

!

"%

例标本加入生理盐水和不同浓度的脂肪乳后
M-<

和
(N

的结果%

H\F

&

项目 生理盐水
脂肪乳

脂肪乳原液
$i*

脂肪乳
$i#

脂肪乳
$i1

脂肪乳

M-<

&

a$%

+

"

-

'

$2*6"2\#*6%" *"16%#\#$6+1

"

**%6*%\#$61"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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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

"

(N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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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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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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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

"

!!

注!与生理盐水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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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6?

!

M-<

受脂肪乳浓度的影响
!

M-<

的变化和脂肪乳的浓

度变化成正比#加入脂肪乳的浓度越大#

M-<

增高越明显,影

响趋势见图
$

,

图
$

!

加入生理盐水和不同浓度的脂肪乳对
M-<

的影响趋势

?6@

!

(N

受脂肪乳浓度的影响
!

加入的脂肪乳浓度越大#

(N

增高越明显,影响趋势见图
*

,

图
*

!

加入生理盐水和不同浓度的脂肪乳对
(N

的影响趋势

@

!

讨
!!

论

@6>

!

本文研究发现#

M-<

会随着加入脂肪乳的浓度增高而增

加,统计显示#当加入脂肪乳的浓度仅为
$6$3

时#脂肪乳组

与生理盐水组都存在显著性差异,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

是基于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M-<

的原理所致,根据0法国
0Ub

M,W<;0&2%

血细胞分析仪操作说明1描述#法国
0UbM,W&

<;0&2%

血细胞分析仪对
M-<

的测定原理是通过电阻抗计数

脉冲信号来计数
M-<

#血液通过测试通道#血浆中的脂肪乳颗

粒并不能被溶血剂破坏*

#

+

,且脂肪乳颗粒大小为
%6!"

#

J

左

右#个别颗粒&小于
$3

'和小的
M-<

直径相近#会直接影响

M-<

的计数*

#

+

,当脂肪乳浓度越大#血浆中所含的脂肪乳颗

粒越多#使
M-<

假性增高,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因为患者血

液中的纤维蛋白原(免疫球蛋白等带阳性电荷的生物大分子会

导致脂肪乳聚集#使一定数的脂肪乳颗粒体积增大而被误当作

M-<

计数#出现
M-<

假性升高*

"&2

+

,

@6?

!

(N

是红细胞在发育过程中合成的一种含有色素辅基的

结合蛋白质,临床上测定
(N

的方法是采用氰化高铁
(N

测

定法来测定#氰化高铁
(N

测定法是通过光电比色测定吸光

度#氰华高铁
(N

在
"#%:J

处有一个较宽的吸收峰,当加入

不同浓度的脂肪乳时测定结果会随着脂肪乳的浓度增加而增

高,由表
$

可见#加入脂肪乳浓度达到
$%3

时#

(N

增高约
#%

G

"

-

#脂肪乳每增加
$3

#

(N

平均升高
'

G

"

-

左右,其原因是

(N

通过比色测定吸光度来测定#而脂肪乳血标本使透光度降

低#吸光度增加#从而使
(N

的测定结果假性增高*

'

+

,

综上所述#脂肪乳对
M-<

和
(N

检测有影响,目前在临

床工作中尚无较好的解决血浆浑浊对测定结果影响的方法#为

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作者建议!如出现
M-<

和
(N

数量过

高时#应随时和临床联系#

M-<

则应该推血片#瑞氏染色观察

M-<

的大致分布并结合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的结果来推断
M-<

的计数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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