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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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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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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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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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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合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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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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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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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不合格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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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含量监测结果

年度 监测总数 因子
4

含量$

'T8

#

Y

"

KV

%

&$$" #9 #1$876T$18$&7&

&$$% &8 #1$89&T$18"S$$

&$$6 &8 #1&"8$T$18&989

&$$S &8 #19#8"T$18789&

&$$7 &8 #1&%%ST$1886$8

&$#$ &8 #18887T$18%"8%

'

!

讨
!!

论

'1$

!

从上述数据看#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活性

不合格率为
&91SR

)

&71&R

#均超过
&$R

#不符合文献+

&

,标

准*

&$$%

年底查找凝血因子
4

不合格原因!$

#

%新鲜冰冻血浆

从采集到制备并冻实时间超过
%'

#每天只到采血点取一次血#

致使早采的血液制备完成已超过
%'

*$

&

%有一段时间血浆库

存到最大限度#冰冻冰箱装箱几乎
7SR

#致使冷气无交换空

间#在
%'

内血浆没有冻实*据文献报道影响冰冻血浆质量的

因素冰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特别是凝血因子
4

活性*全血分

出细胞成分后#要尽可能快地把血浆放进冰冻器内#这样可回

收更多的凝血因子
4

*

'1/

!

针对
&$$"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因子
4

含量不合格率超

过
&$R

的情况#本站采取了纠正措施*$

#

%从
&$$6

年开始每

天两次到采血点取回血液及时制备#给供血科待检库增加储血

冰冻冰箱#以保证
%'

!

制备完成#并冻实*$

&

%每次试验前先

预温试剂#对融化血浆立即试验#

&'

内完成*$

9

%每次试验先

做曲线#再进行试验*

'1'

!

通过采取措施后#

&$$6

!

&$#$

年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活性不合格率明显下降#合格率逐年上升*

'11

!

检验水平
#

N$1$"

*因为
!N

7

K

#

K

$J$"

$

"

#

%

%8

N$JS9$&

#%

N$J$"

#说明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是否合格与年度没

有关系#相关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

冰冻血浆温度及其参数应取决于被分离蛋白的类型#0欧

洲药典1提出用于制备凝血因子
4

的浓缩物#应在收集后不超

过
&8'

#低于
Z9$i

快速冰冻*只有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才

能保证血浆完全变硬+

9)8

,

*由于凝血因子
4

的半衰期短#当其

血浆采集后在室温放置
%'

#已使大量凝血因子
4

活性损失*

通过对
%

年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4

活性合格率与不合

格率的分析#血液凝血因子
4

易受血液温度和冰冻时间的影响

而失活#导致因子
4

活性的降低*因此严格控制制备时间)速

冻时间和温度#对保证新鲜冰冻血浆
4

因子活性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所以在新鲜冰冻血浆制备的同时#应尽量缩短新鲜冰冻

血浆在室温的停留时间#在制作采血标签时#要将即刻时间打

印在标签上#以便在分离成分血浆时#保证在
%'

内把新鲜冰

冻血浆放入
Z"$i

冰箱中保存#速冻血浆是保存血浆内各种

有效蛋白成分及生物活性因子的重要条件*为达到快速冰冻

的目的#将制备的新鲜冰冻血浆直接放入
Z"$i

冰箱中速冻*

因此本站在制备储存新鲜冰冻血浆时要严格从各个制备程序

及环节上把关#严格质量控制#才能使本站的新鲜冰冻血浆凝

血因子
4

符合国家标准#更好地为临床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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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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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广义上是指机体自身耐受受到破坏#无法识别自

身组织器官)细胞及细胞成分#导致免疫系统产生针对相应组

织器官)细胞及细胞成分的抗体*而输血工作中所指的自身抗

体是在患者免疫调节功能紊乱的情况下#血清中存在针对自身

红细胞的不规则抗体*自身抗体一般无特异性#可凝集自身红

细胞以及所有人的红细胞#因此往往影响血型的正确性+

#

,

*但

也有检出特异性自身抗体的报道+

&)8

,

*而自身抗体伴同种抗体

的存在多见于
*'

)

4,O(

+

"

,两个血型系统中+

%

,

#其他血型系统

有
VD

)

Y

)

/?

)

]

)

]

H

C

)

[FA

+

6

,

*因此自身抗体还会干扰抗体筛选

试验和交叉配血试验#导致患者不能及时得到安全)有效的输

血治疗*

$

!

自身抗体的产生及类型

$1$

!

自身抗体的生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

#

%抗原的变异!

当某些病毒)药物)化学毒物或射线等作用于造血细胞)成熟红

细胞)红系造血细胞#导致基因突变#引起红细胞膜抗原成分的

变异#进而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识别此类变异抗原的自身

抗体*$

&

%抗体产生异常!某些病理因子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使

之发生功能紊乱#或淋巴细胞系统肿瘤使免疫器官失去了识别

自身红细胞抗原的能力#进而产生自身抗体*$

9

%交叉免疫!某

些病原微生物具有与人类血细胞相似的抗原成分#当其侵入人

体后刺激机体产生交叉抗体*这些抗体在抗病原微生物的同

时也会抗人体血细胞+

6

,

*

$1/

!

自身抗体的类型
!

传统意义上的自身抗体分为冷自身抗

体和温自身抗体两类#输血相容性检测中自身抗体干扰情况分

为冷自身抗体型)温自身抗体型和温冷自身抗体混合型
9

型*

自身抗体引起的免疫性溶血病称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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