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故障就能保证一起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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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低值血小板计数的

准确性探讨

刘万彬!隆维东"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

9#1!2#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S7"1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低值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方法
!

利用
]S7"1N#

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计数!选取
1##

份血小板计数小于
1##f1#

8

'

R

的静脉血标本!同时用显微镜手工计数血小板$结果

!

手工法和仪器法有极显著性差异"

!

#

#3#1

#!均值以手工法偏高$结论
!

]S7"1N#

对低值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较

低!建议对低值血小板用显微镜手工计数或者其他抗干扰能力强的方法复核$

"关键词#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血小板计数&

!

显微镜手工计数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562789""

"

2#11

#

#67#N567#1

!!

血小板参与止血和血栓形成#调节血凝和炎性反应#是临

床医生判断患者止血和凝血功能的重要指标)尽管目前各种

全自动的血细胞分析仪层出不穷#但对低值血小板计数的准确

性仍不太理想#而低值血小板对临床医生判断患者的止,凝血

功能尤为重要)本院用
]S7"1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1##

份低值血小板进行检测#并以显微镜手工法为对照#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仪器
!

]S7"1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日本奥林巴斯公

司生产的光学显微镜(上海市求精生化试剂仪器公司生产的改

良牛鲍氏计数盘)

$3/

!

试剂和器械
!

迈瑞公司生产的配套试剂(草酸铵稀释液(

美德太平洋公司生产的全血质控物(成都双流双陆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生产的
aL/470

2

真空采血管)

$3'

!

标本来源
!

1##

份标本均来源于住院患者)

$31

!

方法
!

仪器按要求进行常规维护保养#室内质控在控)

从住院患者标本中选取
1##

份血小板小于
1##f1#

8

"

R

的静脉

血标本#用显微镜手工计数血小板)

$32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分析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仪器法和手工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1

%#均值

以手工法偏高)见表
1

)

表
1

!

仪器法与手工法计数结果%

LOE

&

方法
(

结果$

f1#

8

"

R

%

手工法
1## 8"3"O2839

仪器法
1## 6535O183N

'

!

讨
!!

论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发展#摆脱了传统显微镜手工计数

的耗时和繁琐#但一般的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多为电阻抗

法)但由于血小板易于黏附,聚集,破坏#而且血小板颗粒微

小#血小板计数还容易受到噪音,红细胞碎片和小红细胞的干

扰#使得仪器对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降低#而对低值血小板的

计数更不可靠)

]S7"1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的

原理也是电阻抗法)作者在实验中发现该仪器对低值血小板

的计数准确性较差#在
1##

例低值血小板计数结果中多数以手

工计数结果偏高#实验中还发现多数低值血小板直方图不正

常#多数直方图可见曲线不平滑,尾部上翘或者抬高#说明可能

存在血小板聚集,大血小板,小血小板,红细胞碎片,小红细胞

或者其他因素的干扰*

1

+

)

2##1

年
cSEX

"

cEX

推荐间接血小板计数法是采用流式细

胞术测定经单克隆抗体$

SL91

"

51

%标记的全血血小板和红细

胞比值#并根据标准法测量得出的红细胞数来计算血小板参考

值#现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所规定血小板计数

的参考方法#但由于仪器及试剂价格昂贵至今无法被临床广泛

应用*

2

+

)李筱梅等*

!

+报道采用荧光染色法的血细胞分析仪检

测低值血小板标本结果与手工法符合良好#其抗干扰能力强#

偏差明显低于阻抗法)因此建议对于仪器用电阻抗法计数的

低值血小板标本#应用显微镜手工计数法复核或者其他抗干扰

能力强的方法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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