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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抗凝剂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X\.5)]

&

#引起血小板减少的相关过程及原因%方法
!

利用

O

M

(K>QeX&#$$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
X\.5)]

&

与枸橼酸钠两种抗凝剂的血液标本进行血小板 "

+V.

#与白细胞

"

P̂!

#的检测!并与
O

M

(K>Q]e)&#

血液分析仪稀释模式及人工镜检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和统计学分析!同时对

X\.5)]

&

及枸橼酸钠两种抗凝血在
"

$

9$

和
%$K;<

的
+V.

与
P̂!

数值进行对比和统计学分析!并对
X\.5)]

&

抗凝血与未抗凝末梢血涂片进行染色!对比观察
+V.

数目和形态变化%结果
!

X\.5)]

&

抗凝血的
+V.

与
P̂!

数值与枸橼酸钠抗凝血以及
]e)&#

稀释模式和人工镜检的结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X\.5)]

&

抗

凝血在
"K;<

时的
+V.

与
P̂!

值与
9$K;<

及
%$K;<

的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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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

&

抗凝血涂

片较未抗凝的末梢血涂片明显出现了大量
+V.

聚集以及卫星现象%结论
!

X\.5)]

&

能促进
+V.

聚集而导致

+V.

假性减少!其作用过程在彼此接触后
"K;<

内发生!

9$K;<

内全部完成%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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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假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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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大大

方便了临床全血细胞计数的检测#提高了检测的准确度和精确

度*而抗凝剂的选择对于自动分析仪的结果有比较重要的影

响*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O2

%

#779

年建议#将乙二胺

四乙酸二钾$

X\.5)]

&

%作为血常规检验的抗凝剂#并得到广

泛应用 +

#

,

*

X\.5)]

&

抗凝剂具有对血液标本中的细胞形态

影响非常小#并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等优点+

&

,

*但它有时候又

能引起血小板的黏附与聚集#使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无法对它们

进行准确识别#从而造成检测值大大低于真实*这种由
X\)

.5)]

&

引起的血小板假性减少的现象被称为
X\.5

依赖性假

性血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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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报道#

X\.5)+.!+

的发生率为

$1$6R

!

#R

#而国内报道为
$166R

+

8

,

*

本实验对
#

例血小板假性减少的患者进行血液标本采样*

同时用
X\.5)]

&

)枸橼酸钠两种抗凝剂及末梢血稀释的方式

留取标本#分别通过全自动分析仪#人工显微镜计数及涂片染

色等方法计数和观察患者血小板#分析血小板减少及白细胞升

高的原因*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患者#女#

&&

岁#因宫外孕收入院*入院前门

诊血常规结果示!

P̂!61"U#$

7

"

V

#

+V.&$U#$

7

"

V

#凝血相

结果正常#无异常出血体征*入院后血常规
+V.&&U#$

7

"

V

#

后更换抗凝剂枸橼酸钠后检测
+V.#S9U#$

7

"

V

#草酸铵法人

工计数
+V.#7&U#$

7

"

V

*

$1/

!

实验仪器
!

日本
O

M

(K>QeX&#$$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O

M

(K>Q]e)&#

血液分析仪#日本
3L

M

K

H

J(!e)&#

显微镜#改良

牛鲍氏计数盘*

$1'

!

实验试剂
!

X\.5)]

&

#枸橼酸钠#冰醋酸稀释液$白细胞

稀释液%#草酸铵稀释液$血小板稀释液%#瑞氏
)

姬姆萨复合染

色液#生理盐水*

$11

!

方法

$111$

!

不同抗凝剂和方法间的比较
!

分别采集
X\.5)]

&

和

枸橼酸钠两种抗凝的患者静脉血标本各
&KV

#

9$K;<

后按仪

器标准操作规程在
eX&#$$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上进行检测#并

记录相应的
+V.

和
P̂!

的数值(采集
&$

+

V

患者末梢血#加

入到含
$1"KV

的生理盐水的
X+

管中#净置
9$K;<

后#作为

稀释模式的标本按
]e)&#

稀释模式的标准操作规程在
]e)&#

的稀释模式通道中检测#并记录
+V.

和
P̂!

的数值(分别用

草酸铵稀释液及冰醋酸稀释液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

+

"

,

#

稀释患者末梢血#通过人工显微镜检的方法分别计数标本的

-

6"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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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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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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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及
P̂!

数值#并记录*注明!

O

M

(K>QeX&#$$

与
O

M

(K>Q

]e)&#

两种血液分析仪均通过卫生部质量控制检测#同时符

合室内质控标准#两者之间的结果具备可比性*

$111/

!

不同时间段的比较
!

分别将
X\.5)]

&

与枸橼酸钠两

种抗凝的血液标本于采集后
"

)

9$

)

%$K;<9

个时间段按仪器

标准操作规程用
eX&#$$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检测#并记录

相应的
+V.

和
P̂!

的数值*以上各种方法均分别检测
"

次*

$111'

!

抗凝与未抗凝血涂片的比较
!

分别用患者即采末梢血

和
X\.5)]

&

抗凝的静脉血制成血液涂片#干燥后使用瑞氏染

色法进行染色#显微镜下观察*

$12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以
'T8

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4

检验*

/

!

结
!!

果

/1$

!

采用
X\.5)]

&

抗凝后仪器检测的
+V.

和
P̂!

的数值

与枸橼酸钠抗凝)末梢血稀释法及人工镜检这
9

种方法得到的

数值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

%#而枸橼酸钠抗凝

仪器法与末梢血稀释法以及人工镜检这
9

种方法所得的
+V.

和
P̂!

的数值相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见

表
#

*

表
#

!

标本采集后
9$K;<

不同抗凝剂及不同检测方法时

!!

+V.

与
P̂!

的计数%

'T8

&

项目
仪器法

X\.5)]

&

枸橼酸钠

末梢血

稀释模式
人工镜检

+V.

$

U#$

7

"

V

%

&81$T91$ #S91$T%1$ #661$T#91$#7$1$T#$1$

P̂!

$

U#$

7

"

V

%

61ST$19 "19T$1# 817T$1& "1$T$1&

/1/

!

X\.5)]

&

抗凝血分别在
"

)

9$

和
%$K;<9

个时间段所测

定的
+V.

和
P̂!

的数值相互比较#

"K;<

结果与
9$

及
%$K;<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9$K;<

与
%$K;<

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1$"

%(枸橼酸钠抗凝血在
"

)

9$

和
%$K;<9

个时间段所测定的
+V.

和
P̂!

的数值相互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1$"

%#

X\.5)]

&

与枸橼酸钠两种抗凝血在
"K;<

时间段所测定的
+V.

和
P̂!

的数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见表
&

*

表
&

!

X\.5)]

&

与枸橼酸钠两种抗凝剂不同时间段的
+V.

与
P̂!

计数结果%

'T8

&

项目
X\.5)]

&

"K;< 9$K;< %$K;<

枸橼酸钠

"K;< 9$K;< %$K;<

+V.

$

U#$

7

"

V

%

S61$T81$ &81$T&1$ &&1$T&1$ #SS1$T61$ #S&1$T81$ #S91$T"1$

^P!

$

U#$

7

"

V

%

"16T$19 %17T$1& 61$T$1& "18T$19 "1"T$1& "16T$19

/1'

!

对即采末梢血与
X\.5)]

&

抗凝血
&

种涂片染色油镜镜

检发现#未抗凝血的涂片内血小板散在分布#未见明显聚集现

象#

+V.

整体数目呈正常范围(

X\.5)]

&

抗凝血涂片内可见

到明显的聚集及卫星现象*

'

!

讨
!!

论

对于
X\.5)]

&

引起的假性
+V.

减少的患者#当其血液

分析标本采用传统的
X\.5)]

&

抗凝时#其
+V.

测定值大大

低于其真实值#导致
+V.

减少的过程是在
X\.5)]

&

与血液

标本接触后
"K;<

内即开始发生#而全过程则在
9$K;<

内全部

完成*涂片镜检发现该类标本中
+V.

之间发生明显聚集现象

甚至卫星现象#而采用枸橼酸钠抗凝时的
+V.

值并未受到影

响*

X\.5)]

&

作为常用的血液分析抗凝剂#的确具有别的抗

凝剂无法相比的优点#但对有些患者的血液标本却起到促进

+V.

聚集的作用*这种
X\.5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

X\.5)+.!+

%的发生是由于在以
X\.5)]

&

作为抗凝剂的前

提下出现的免疫介导的血液中冷抗血小板自身抗体#使血小板

互相发生凝集现象+

%

,

*

X\.5

依赖的冷抗血小板自身抗体还

能直接作用于血小板膜糖蛋白
&

C

"

'

A

上#与血小板结合后的

自身抗体的
0B

端又可与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膜上
0B

受体结

合#出现卫星现象+

6

,

#抗凝时间越长#室内温度越低#血小板聚

集呈卫星现象越严重#

+.!+

的发生也越频繁+

S

,

*另外#

X\)

.5

可导致血小板活化#因而改变血小板膜表面某种隐匿性抗

原构象+

7

,

#这些外露的抗原与存在在血浆中的自身抗体结合从

而激活细胞膜中的磷脂酶
5

&

和磷脂酶
!

#水解血小板膜磷脂

并释放花生四烯酸)胶原)凝血酶原)内源性钙离子等活性物

质#这些活性物质能活化纤维蛋白原受体#促使血小板与纤维

蛋白原聚集*血液分析仪对于
+V.

的检测主要以电阻抗法为

原理#根据
+V.

体积的大小产生的不同的脉冲来计数#而当

+V.

发生聚集及卫星现象时#其体积增大以至仪器无法识别#

导致
+V.

测定结果大大偏低*甚至把一些体积大小与
P̂!

相似的
+V.

聚集体误识别为
P̂!

#因此往往出现
P̂!

数值

比真实值高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在
X\.5)+.!+

患者血清

中抗心磷脂抗体和抗血小板抗体的阳性率以及免疫球蛋白

/

@

-

和
/

@

4

水平都明显高于健康人#证明
X\.5)+.!+

的发

生与某些自身免疫疾病有关+

#$

,

#化疗后的恶性肿瘤患者
X\)

.5

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症的发生率也会增高*研究还发

现#

X\.5)+.!+

可随着疾病的好转而好转直至消失*临床检

验工作中#如果遇到这种
+V.

不明原因减少的患者#一定要结

合其病情慎重对待*必要时最好通过草酸铵稀释法人工计数

或者更换抗凝剂如枸橼酸钠等复查血小板#以及进行推片染

色#观察其形态*只有全面)综合地应对#才能有效避免由于检

验失误给临床诊疗带来不必要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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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长时间$见图
#

%*

图
#

!!

红细胞运输箱维持预期温度最长时间

%不同外环境温度和装量&

/1$1/

!

当外环境温度为
&9i

#运输箱分别空载)装
#$

袋)

&$

袋生理盐水在不同时间内的温度$见图
&

%*

图
&

!!

红细胞运输箱在不同时间的温度%不同荷载&

/1$1'

!

当外环境温度不同时#装量为
&$

袋的红细胞运输箱在

不同时间内的温度$见图
9

%*

图
9

!!

红细胞运输箱在不同时间的温度%不同外环境温度&

/1/

!

人工控温的血小板运输箱!当外环境温度不同时#在不同

时间内的温度$见图
8

%*

图
8

!!

血小板运输箱在不同时间的温度%不同外环境温度&

'

!

讨
!!

论

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建立对血液运输工具控制的相

关标准#本文主要结合工作实际和参考国外的一些验证过程及

要求#建立了对血液运输过程关键环节
)

温度控制的确认方

法+

&)9

,

*由于外源性控温的血液运输工具温度较易控制和确

认#且此类运输资源有限#除运血车外#目前国内较多使用非电

源控制的血液运输箱#所以本文主要介绍人工控温血液运输箱

温度控制的确认过程*

本文通过改变外环境温度和荷载两个变量#检测不同时间

内血液运输箱内的温度#直到超过血液要求的运输温度为止*

从图
#

和图
&

可知#在运输箱材质和控温方式相同#而外环境

和荷载不同的情况下#运输箱维持该血液允许温度范围的时间

差异较大$

81"

!

S1"'

%(且当外环境温度相同#血液$已达到保

存温度%装量越多运输箱能使用的时间越长*如环境温度均为

&9i

#红细胞运输箱分别空载)装
#$

袋)

&$

袋生理盐水时维持

&

!

#$i

的时间分别为
"

)

%

和
%1"'

#相差
#1"'

*但从图
9

和

图
8

可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环境温度改变对运输

时间影响最大#当外环境温度接近血液保存温度时#运输箱能

使用的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如在装量为
&$

袋
&$$KV

生

理盐水#当外环境温度在
#"

)

&9

和
9$i

时#红细胞运输箱维持

红细胞允许温度范围$

&

!

#$i

%的时间分别为
S1"

)

%1"

和
"1"

'

#相差
9'

(当外环境温度在
#$

)

#S

和
9$i

时#血小板运输箱

维持血小板允许温度范围$

&$

!

&8i

%的时间分别为
&1$

)

81"

和
&1"'

(而且时间越长#单位时间内温度变化越快*提示在实

际工作中必须在确认条件下允许的最长时间内运输$因本单位

装运血箱的车均为空调车#可以对外环境进行一定的控制#所

以本文外环境未设置极端温度%*同时#当因某种原因需要延

长运输时间时#也主要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运输箱所处的外环境

温度来延长保持血液要求运输温度的时间*

除此之外#作者也对血液运输箱其他方面进行了确认#如

是否抗压)光滑)整体密闭防渗漏(是否有以下标志!血液的品

名)血液保存的温度)放置方向)最大承重量(箱体内壁生物学

检测是否未检出致病性微生物和真菌等*且对血液运输人员

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通过以上环节保

证对血液运输过程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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