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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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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P

文章编号$

#%6&)78""

"

&$##

#

#7)&8&9)$&

!!

随着检验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血液分析仪已广泛应用

于临床#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临床提供较多的血液参数*

但仪器还不能完全代替人工检验#针对仪器的一些异常参数还

需要人工进行复检#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

,

*本科室

&$$6

年购进法国产
5Pe)4/!*3O%$

血液分析仪#该仪器性能

参数!一次测定可以提供
#S

项参数指标#分别给出白细胞

$

P̂!

%)红细胞$

*P!

%)血小板直方图#主要指标变异系数

$

?V

%为
P̂!#1&R

#

*P!$19$R

#血红蛋白$

2C

%

$19%R

#血小

板$

+V.

%

#1S7R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4!2!

%

$187R

*

近
8

年来仪器运行正常#主要针对仪器的几项指标进行复检*

$

!

材料与方法

$1$

!

仪器与试剂
!

5Pe)4/!*3O%$

血液分析仪及成套试剂

由法国
5Pe

公司提供*

5Pe

公司提供的抗凝管内含抗凝剂

为
$196K:L

"

V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镜检用
P̂!

稀释液为
&R

醋酸*镜检用血小板计数稀释液为草酸铵
#

@

#乙二胺四乙酸

二钠
$1$#&

@

加蒸馏水至
#$$KV

#数层滤纸过滤后使用*

$1/

!

方法

$1/1$

!

静脉抽取
&KV

血液#立即注入抗凝管中轻轻颠倒混

匀
"

次*复检也用此抗凝血*

$1/1/

!

5Pe)4/!*3O%$

血液分析仪按操作手册进行操作#所

有实验均在
8'

内测定完毕*

$1/1'

!

P̂!

及
+V.

复检按常规显微镜计数*

$1/11

!

高乳糜及高胆红素标本进行
#"$$E

"

K;<

离心
#$K;<

#

尽可能吸出血浆#加入与吸出血浆量相等生理盐水#混匀后仪

器测定*

$1/12

!

每日进行仪器室内质控#监测仪器的工作状态*

$1'

!

复检指标

$1'1$

!

有无
P̂!

自动分类结果#无分类结果必须进行显微

镜检查且要给出
P̂!

形态和分类计数结果*

$1'1/

!

首次结果
P̂!

下限为
&1"U#$

7

"

V

#上限为
&"1$U

#$

7

"

V

*

$1'1'

!

P̂!

自动分类各种
P̂!

百分比的上)下限#三分类!

中间细胞大于
#"R

$成人%#淋巴细胞$

V

M

K

%

#

%$R

$成人%或

V

M

K

#

S$R

$儿童%#中性粒细胞$

,>J

%

#

S"R

#

P̂!

直方图
9"

GV

前出现不该有的峰应做
P̂!

复检*

$1'11

!

同一患者近日
P̂!

总数的变化#

9I

内
P̂!

总数差

大于
"1$U#$

7

"

V

*

$1'12

!

2C

)平均红细胞体积$

4!W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

%首次检测结果#

2C

"

6$

@

"

V

#

4!W

或
*\^

严重异常*

*P!

数与
2C

明显不符*

$1'1)

!

+V.

数量#特别是首次检查结果
+V.

"

"$U#$

7

"

V

或

+V.

#

#$$$U#$

7

"

V

#仪器提示血小板聚集)血小板直方图

异常*

$1'1.

!

4!2!

大于
9"$

@

"

V

#并有肉眼可见的高胆红素)高乳

糜血症者做
2C

复检*

$1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配对
4

检验*

/

!

结
!!

果

本院住院患者$包括化疗患者%

#"$7

例中#

P̂!

复检
#$9

例 $

%1SR

%#

2C

复 检
%8

例 $

81&R

%#

+V.

复 检
#"&

例

$

#$1#R

%#

P̂!

分类复检
&87

例$

#%1"R

%*复检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血细胞检测结果

项目
,

均值$范围%

5Pe

分析仪 显微镜复检
4

^P!

$

U#$

7

"

V

%

#$9 S1S

$

$19

!

9&

%

61S

$

$1%

!

&#19

%

%1&7S

+V.

$

U#$

7

"

V

%

#"& 8S

$

#

!

#96

%

%8

$

%

!

#6%

%

%1S"7

2C

$

@

"

V

%

%8 ##7

$

79

!

#88

%

##6

$

7$

!

#8$

%

"19&"

!!

注!

!

"

$1$#

*

按 $复检结果
Z

仪器分析结果%"复检结果
U#$$R

计算分

析仪偏差*以
#$R

作为
P̂!

允许偏差#

&$R

作为
+V.

允许

偏差#

&R

作为
2C

允许偏差#分析复检结果得到在允许偏差之

外的标本
P̂!

计数
"S

例$

91SR

%#

2C8%

例$

91$R

%#

+V.

计

数
##&

例$

618R

%*

'

!

讨
!!

论

'1$

!

P̂!

复检
!

引起
P̂!

计数增高的因素很多#有
+V.

聚

集)有核红细胞增多)冷球蛋白在室温的非定形物聚集等+

&

,

#而

复检
P̂!

计数的依据是
P̂!

直方图
9"GV

前区域出现不该

有的峰#该峰主要是由
P̂!

聚集团)

*P!

碎片等小颗粒所致*

该峰的高低对
P̂!

计数的影响差异较大#峰高大时#则干扰

颗粒数量多#对
P̂!

计数影响明显(该峰较小时#说明干扰颗

粒少#对
P̂!

计数的影响在复检允许偏差之内#可以忽略*

重度的
+V.

聚集#直方图
9"GV

前异常峰占
P̂!

直方图比例

较大#血涂片镜检发现
9$

!

8$

个
+V.

形成的聚集团#对
P̂!

计数的影响很大*作者遇到
&

例严重肺心病患者#用
5Pe)

4/!*3O%$

血液分析仪作
P̂!

计数
#

例为
&#1"U#$

7

"

V

#显

微镜复检为
71SU#$

7

"

V

#另
#

例为
&91%U#$

7

"

V

#复检为
#$1%

U#$

7

"

V

#分析仪计数高于复检近
&

倍*轻度的
+V.

聚集血涂

片中可见
9

!

"

个
+V.

聚集#

9"GV

前异常峰的比例较小#对仪

器
P̂!

计数影响较小#可以忽略*

'1/

!

2C

复检
!

高乳糜血症)高胆红素血症)球蛋白异常增多

症及
P̂!

计数大于
#$$U#$

7

"

V

的标本都能使
2C

假性增

高+

&

,

#因为不溶性的颗粒及胆红素干扰
2C

的比色#使吸光度

增高所致*主要依据
4!2!

#

9"$

@

"

V

作为复检#如果

4!2!

#

9"$

@

"

V

#并且有明显肉眼可见的高乳糜及高胆红素

或查血前
&'

内有高脂饮食#则按方法
#1&18

处理标本#结果

-

9&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见表
#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者最大的差异为
S

@

"

V

#最

小为
&1$

@

"

V

#平均假性升高
91&9R

#

2C

假性升高
#R

#

4!2!

约升高
918

@

"

V

#严重影响仪器
4!2!

指标的准确性#

对贫血类型的鉴别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1'

!

+V.

复检
!

复检的标本中#几乎所有的复检结果均高于

分析仪计数#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

#

%标本的采集因素($

&

%

+V.

的异常聚集*标本的采集对
+V.

计数影响较大#抽取血

样的顺利与否#是否及时充分混匀#对特别针对某些疾病的标

本影响更大*技术操作熟练者复检率较低*某些疾病如糖尿

病)血管性疾病)肾小球肾炎性疾病等
+V.

活化程度较高#容

易聚集#甚至在体内已经活化聚集+

9

,

*另外#乙二胺四乙酸能

够诱导
+V.

抗体与
+V.

结合#引起
+V.

聚集#这些均能导致

+V.

计数假性降低*

+V.

聚集成为血液分析仪计数结果偏差

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实验在复检中将全血稀释#充池前充

分混匀#将聚集的
+V.

打散#其复检的
#"&

例
+V.

计数见表

#

*

+V.

数量少#体积异常并存在异常聚集#分析仪计数的可

信度降低#需要人工复检才能准确*

'11

!

P̂!

分类的推片复检
!

推片复检是根据
P̂!

直方图

上单核细胞区域$

7$

!

#%$GV

%增高和仪器没有给出分类结果

的标本$应排除堵孔现象#部分堵孔可引起单核细胞区域增高#

如果连续出现
9

例上述单核细胞区域计数增高#结合其他指标

检查是否有堵孔现象%#本实验复检了
&87

例#其中化疗患者

#%8

例#其他病例
S"

例#复检率为
#%1"R

#嗜酸性细胞增高者

7

例#异常淋巴细胞增多
&9

例#嗜碱性细胞增多
#

例#阳性率

为
#19R

*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自动血液分析仪因工作环境)工作状

态)标本采集及血液成分的复杂性不同#复检率也有一定的差

异*分析仪还不能克服各种颗粒的干扰#只能通过复检才能纠

正偏差#所以复检是保证仪器检验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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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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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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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冰冻血浆中凝血因子
4

是血友病患者缺乏的一种因

子#对这种患者的止血#凝血因子
4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凝

血因子
4

受冷冻时间和温度影响而使其活性改变+

#

,

#监测新鲜

冰冻血浆中不稳定凝血因子
4

的含量#提高本站新鲜冰冻血浆

中不稳定凝血因子
4

质量#使之符合国家要求*作者对本站

#99

袋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含量的监测情况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1$

!

样本来源
!

#99

份新鲜冰冻血浆均自血液采集后
5!\

)

!+\

抗凝全血分离放入
Z"$i

速冻制备而成#保存于
Z9$i

后备用#均来自于本中心血站*

$1/

!

仪器与试剂

$1/1$

!

监测仪器为
OdO4Xe!5)"9$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由日本东亚公司提供*

$1/1/

!

试剂及质控品由德国德林公司提供*

$1'

!

试验方法
!

采用血凝仪测定*

$1'1$

!

进行无菌试验前将血袋上血浆血辫剪下#放入冷冻室#

实验前取出融化*

$1'1/

!

融化的血浆尽量在
&'

内完成监测*

$1'1'

!

每次实验前绘制标准曲线*

$1'11

!

临床上通常定义健康人混合血浆的凝血因子
4

活性为

#$$R

对等于
#Y

"

KV

*

$1'12

!

-P#S8%7)&$$#

0全血与成分血标准1中新鲜冰冻血浆

4

因子含量大于或等于
$16Y

"

KV

为合格*

/

!

结
!!

果

/1$

!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监测情况见表
#

*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合格率$不合格率%趋

势图见图
#

*

表
#

!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合格情况

年度 监测总数$袋% 合格+

,

$

R

%, 不合格+

,

$

R

%,

&$$" #9 #$

$

6%17

%

9

$

&91S

%

&$$% &8 #6

$

6$1S

%

6

$

&71$

%

&$$6 &8 &#

$

S61"

%

9

$

#&1"

%

&$$S &8 &$

$

S919

%

8

$

#%16

%

&$$7 &8 &#

$

S61"

%

9

$

#&1"

%

&$#$ &8 &&

$

7#16

%

&

$

S19

%

总计
#99 ###

$

S91"

%

&&

$

#%1"

%

图
#

!!

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合格率%不合格率&趋势

/1/

!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含量监测结果见

表
&

*

-

8&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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