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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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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血和稀释模式结果一致性$方法
!

比对两种模式不同分布范

围"高&中&低值#血液细胞分析参数$结果
!

稀释模式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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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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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全血模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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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范围的
2/?

测量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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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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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细胞分

析仪稀释和全血模式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条件许可时应避免使用稀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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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出监控血液细胞分析仪仪器间及仪器内不同工

作模式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最能发现仪器通道的问题#包括仪器

间$如多台仪器%和仪器内不同工作模式的比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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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液细胞分析仪具有全血和稀释两种测定模式#稀释模式方便末

梢取血#尤其是儿科患者#但实际工作中#时有结果与临床情况

不相符合+为此#作者对此两种模式下血液细胞分析结果进行

比对#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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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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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36!%$$

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配套试

剂及校准物 均来自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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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吸管江苏江堰市健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产品合格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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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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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仪器校准与室内质量控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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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细胞分析仪专用校准物完成仪器校准(每天开机前

进行一次高,中,低值质控物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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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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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或住院部血液标本
#5

份随机抽取全血样本

制备静脉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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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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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抗凝管充分混匀+

取静置后的抗凝血#移去上层部分血浆得到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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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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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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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样本制备#微量吸管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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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血样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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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液的刻度离心管#混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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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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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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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全血模式和稀释模式下测量全血样本和稀

释样本血液细胞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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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数据分析采用
1211"58$

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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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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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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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测量范围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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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和稀释两种模式下测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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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全血模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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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值范围结果分析
!

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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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血液细胞分析

结果基本正常的项目进行配对统计学分析#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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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低于正常值项目进行配对统计学分析#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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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血液细胞分析
@

检验结果汇总

分析项目 正常值 低值 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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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少未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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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正常值范围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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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上述
#5

份标本血液细

胞分析结果高于正常值项目#同时制备部分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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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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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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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进行配对统计学分析#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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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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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血液细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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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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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模式
[)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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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偏低时应注意复查#

而高值时应注意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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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血液细胞分析仍需部分依赖末梢采血#尤其是患

儿甚至需要进行预稀释后再进行结果测定#包括
)3!%$$

血液

细胞分析仪在内的某些仪器具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实

验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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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此产生的部分检验项目显著误差#可能

与仪器自身的原因$不同测定模式%有关外#也可能是实验者在

进行标本预稀释时所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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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无论是在正常或异常值情

况下#均有一个或多个项目与全血模式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

此时要及时与临床或患者沟通#以便复查#若不能及时复查#至

少应进行血液涂片浏览#并向临床说明情况后方可发出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国内外血液细胞分析仪使用评价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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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注重仪器各项性能的测试和仪器间的比较#而忽略仪

器内不同工作模式的比对和采用不同测量范围$包括高,中,低

值%的标本分段进行仪器间或仪器内不同测定模式的比较#这

一点应该引起那些仍然需要使用不同模式进行血液细胞分析

者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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