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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白细胞对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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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患者血样&分别用

\8*)..

与
'$=/.

测定
V:!

%

":!

%

$K

&测定结果应用配对
<

检验%

:GHJC;0GANHJ

偏差法和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

高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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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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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两种方法测定
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
":!

和
$K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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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V:!

%

":!

和
$K

检测结果均一致&线性回归提示
V:!

对两种方法测定
":!

和
$K

的

差异具有正相关性的影响&结论
!

\8*)..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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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高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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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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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样的
":!

和
$K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临床应用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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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常规分析是临床重要的常规检查项目之一#检测结果

的准确报告#不但为临床医生进一步检查提供了线索#甚至为

某些疾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最新的电子*

光学*化学和计算机等技术不断在血细胞分析仪上应用#满足

了临床工作对血液常规分析的要求,

);*

-

)但是#由于不同型号*

厂家的血细胞分析仪的分析原理*检测方法等差异及对干扰因

素排除方法不同#从而导致对同一份标本的检测结果间存在着

一定的误差)为了使检测结果准确并有效地为临床提供诊治

依据#作者对高
V:!

$

V:!

&

=.c).

<

"

'

&患者样本在两台血

细胞分析仪上分别检测其红细胞$

":!

&和血红蛋白$

$K

&#并

进行比对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U

月至
*.).

年
/

月
)*U

例

不同浓度的
V:!

患者标本#其中
-/

例
V:!

&

=.c).

<

"

'

$试

验组&和
-,

例
V:!

%

=.c).

<

"

'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U<

岁#平均
6<

岁#同一标本在
*D

内完成两种自动

血液分析仪的血常规测定)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1

&

@NEZ

公司生产
\8*)..

型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简称
\8*)..

&及配套试剂*校样品和质控品%美国

:E%SNHJ!?BGAEF

公司生产
'$=/.

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简称
'$=/.

&及原装进口配套试剂*校准品和质控品%乙二

胺四乙酸二钾$

8(>0;a

*

&抗凝真空管由浙江拱东医用塑料厂

提供)

$+'

!

方法
!

$

)

&仪器的校准和质控!首先对
\8*)..

用配套校

准品按校准程序进行校准#校准合格后使用)

'$=/.)

年
*

次

采用配套
1;!0'

校准品校准)仪器在每日使用前均做本底测

试及室内质控#均合格后使用#同时两台仪器均参加卫生部临

床检验中心和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成绩均为优秀)

$

*

&每份样本按照各自仪器说明书及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要求分

别进行检测)$

,

&结合临床表现和诊治过程综合评价)

$+1

!

统计学方法
!

利用配对
<

检验比较两种方法测定结果有

无差异#应用
#H@@IJ

Q

;:HKG?S

和
:GHJC;0GANHJ

用于其一致性

和偏差统计分析#可信区间为
</T

)线性回归用于分析两种

检测
":!

及
$K

的相关性#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数据采用
8\!8'*..,

和
1#11)=+.

分析)

/

!

结
!!

果

/+$

!

\8*)..

和
'$=/.

检测
V:!

*

":!

和
$K

的结果
!

经正

态分布性检验显示#

\8*)..

和
'$=/.

检测的
V:!

*

":!

和

$K

均呈正态分布#应用配对
<

检验比较两种方法测定结果#无

论是试验组还是对照组#两种方法测定
V:!

结果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且对照组两种方法测定的
":!

和
$K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试验组两种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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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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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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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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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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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结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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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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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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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K

平均值均低于
'$=/.

检测的平均值$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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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
'$=/.

检测结果比较&

LXC

'

组别
,

试验组

V:! ":! $K

对照组

V:! ":! $K

\8*).. -/ *.U+<X))=+U *+,X.+< -/+.X)<+U *6+=X)<+U ,+/X)+* ).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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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V:!

*

":!

*

$K

单位分别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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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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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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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

!

V:!

对
\8*)..

和
'$=/.

测定
":!

和
$K

的影响
!

将

\8*)..

和
'$=/.

测定的
V:!

绘制散点图#见图
)

#结果表

明#两法测定
V:!

值具有高度一致性#与文献报道均一致,

6

-

)

因此#作者将采用两法测定平均
V:!

值作为研究
":!

和
$K

的一个基础指标#再通过计算
\8*)..

相对
'$=/.

的
":!

$

$K

&变化率$

\8*).._'$=/.

'$=/.

c)..T

&和两法检测的
V:!

平均值绘制散点图$图
*

和图
,

&#结果表明#随着
V:!

的增加

\8*)..

相对
'$=/.

的
":!

$

$K

&变化率逐渐变小$差距变

大&#当
V:!

&

=.c).

<

"

'

时两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

\8*)..

测定的
":!

和
$K

远远小于
'$=/.

检测值)

图
)

!

\8*)..

和
'$=/.

测定
V:!

的散点图

&,为
</T

置信区间'

图
*

!

\8*)..

和
'$=/.

检测
":!

的比较

图
,

!

\8*)..

和
'$=/.

检测
$K

的比较

/+'

!

\8*)..

和
'$=/.

测定
":!

和
$K

的相关性
!

根据图
*

和图
,

作者发现#

\8*)..

相对于
'$=/.

检测的
":!

和
$K

的影响与
V:!

呈正相关#故作者以
V:!

数量为基础分为
6

组#利用线性回归分析两法测定
":!

和
$K

的相关性#通过对

V:!

分组研究表明#

V:!

对两法测定
":!

和
$K

具有显著的

影响#且随着
V:!

升高相关系数逐渐降低#影响逐渐变大$表

*

和
,

&)

表
*

!

\8*)..

和
'$=/.

法测定
":!

的相关性分析

V:!

$

c).

<

"

'

&

,

回归方程
;

=.

"

)6<+< *= " .̂+<,<,6_.+.6)= .+<U66

)/.

"

*6<+< )< " .̂+<../6_.+.<=- .+<-6*

'

*/. )< " .̂+U66)6_.+.<-= .+<6-)

对照组
-, " .̂+<<<,6_.+.,./ .+<<=6

!!

注!回归方程为
" \8*)..̂ Kc6'$=/.dH

)

表
,

!

\8*)..

和
'$=/.

法测定
$K

的相关性分析

V:!

$

c).

<

"

'

&

,

回归方程
;

=.

"

)6<+< *= " .̂+<==66_-+.).= .+<=</

)/.

"

*6<+< )< " .̂+UU.,6_,+.*)) .+<-U/

'

*/. )< " .̂+==)<6d.+.--< .+</)/

对照组
-, " .̂+<<U-6_*+-.)U .+<</U

!!

注!回归方程为
" \8*)..̂ Kc6'$=/.dH

)

'

!

讨
!!

论

近年来#血细胞分析仪由于计数准确*精密度高*操作简

便#重复性好#已成为临床实验室的主要检测方法)但其厂家

较多#原理*方法有各自的独到之处#导致其测定结果有所差

异)另外#在一些大中型医院中#同一实验室使用不同厂家和

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在同一实验室内某些

特殊标本用不同的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出现测定值的偏差#不

仅为结果的评估和解释带来一定困难#而且也给疾病的诊断*

治疗及预后带来误解和不良的影响,

,;6

-

)国内外已有作者对

'$=/.

和
\8*)..

血液分析仪测试的精度*携带污染率*细胞

分类*线性范围和交叉污染率等基本性能做出评价,

/;<

-

#但高

V:!

对两者检测
":!

和
$K

的影响报道尚少)为了准确检

测高白细胞贫血患者
":!

与
$K

#让临床医生更好地把握输血

的指征及提供更加准确*有效的实验指标#作者应用
\8*)..

和
'$=/.

检测
V:!

&

=.c).

<

"

'

患者的
":!

和
$K

#再结合

临床资料进行综合评价)

":!

和
$K

的检测是血液常规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前主要采用光学和电阻抗法结合的方法对红细胞体积

进行三维空间分析以期得到正确的结果%

$K

的测定是在被稀

释的血液中加入溶血剂后#使红细胞释放出血红蛋白#后者与

+

*U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HK4EC!GIJ

!

2%A?KEF*.))

!

W?G+U

!

9?+*.



溶血剂结合形成血红蛋白衍生物#进入血红蛋白测试系统#在

特定波长下比色#吸光度的变化与液体中
$K

含量呈正比)但

是#由于不同的血液分析仪配套试剂和检测流程不同#从而造

成在一定条件下检测结果的差异)

\8*)..

在
":!

计数方面

根据统计分析后#分别在
*/

"

=/P'

和
*..

"

*/.P'

取低和高

界标#然后在高低界标之间进行细胞计数#

'$=/.

利用
*6

"

,-.P'

的界标进行
":!

计数)由于
\8*)..

的界标小于

'$=/.

的界标#当
V:!

高于
=.c).

<

"

'

时#

'$=/.

把
V:!

计入
":!

的数量明显高于
\8*)..

#这造成
\8*)..

检测
":!

小于
'$=/.

检测值)

\8*)..

使用的
15'b2'318"

溶血剂不仅能溶解
":!

而且可以溶解
V:!

#这排除了
V:!

对
$K

的干扰#并将
$K

转化为
1'1$K

来检测)而
'$=/.

的
!>;/($K

溶血剂不能

破坏
V:!

#仅能溶解
":!

#释放
$K

并与之形成稳定的化合

物#并在
/6.JN

处测定其吸光度值)对照组结果显示#

V:!

%

=.c).

<

"

'

时#

V:!

不对
$K

的检测结果产生干扰)但是#

当
V:!

高于
=.c).

<

"

'

时#由于
V:!

数量过高#未溶解

V:!

对吸光度检测产生明显干扰#进而影响
$K

的准确检测)

由于
\8*)..

能溶解
V:!

而
'$=/.

不能溶解#因此#高
V:!

对
\8*)..

干扰远远小于
'$=/.

#从而导致
\8*)..

检测的

$K

小于
'$=/.

检测值)因此#

\8*)..

测定结果与患者的情

况较为符合)

比较两种分析方法时#除了关注两种方法的测定值是否相

关外#更重要的是考察两者的差异程度与
V:!

的相关性#以

便比较两法在特定条件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通过对
-/

例高

V:!

患者临床随访研究#表明
\8*)..

所检测的
":!

和
$K

与临床表现一致性较高$数据未示&)因此#作者认为#对高

V:!

患者血液常规分析#

\8*)..

检测结果更具有客观性)作

者利用离心方法分离血常规标本中的
V:!

后检测
":!

和

$K

#结果表明两法测定的
":!

和
$K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且与

临床相符#故作者建议如果仅有
'$=/.

或系列仪器的临床实

验室#在检测
V:!

高于
=.c).

<

"

'

的样本时#可以采取大容

量低温离心机在一定温度*时间*转速的情况下#离心血液#去

除白细胞层,

).

-

#用等渗生理盐水补足容量#混匀后分别检测

":!

和
$K

#这样可以为临床提供更加可靠的参考指标)

综上所述#

\8*)..

和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已经成为

许多临床实验室主要检测仪器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两法具有良

好的相关性#其测定结果视为等同)但是#在
V:!

高于
=.c

).

<

"

'

患者中#

V:!

对
\8*)..

检测
":!

和
$K

结果影响小

于
'$=/.

且
\8*)..

结果#与临床更为一致#因此#

\8*)..

对

于
V:!

高于
=.c).

<

"

'

患者的
":!

和
$K

检测能得到更为

客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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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NHJJ`

#

3kJ1

#

EAHG+$I

Q

DDI

Q

D;CEJ@IA

&

GI

M

?

M

F?AEIJ;%D?GE@AEF?GFECB%E@FI@SHJCEZAEJA?P

M

EF%BAH;

JE?B@%?F?JHF

&

IJAEFOEJAI?J;FEGHAECN

&

?%HFCIHGIJPHF%AI?J

HJCIN

M

F?OE@G?J

Q

;AEFN?BA%?NEIJ

M

HAIEJA@BJCEF

Q

?IJ

Q

E;

GE%AIOE

M

EF%BAHJE?B@%?F?JHF

&

IJAEFOEJAI?J

,

`

-

+8BF$EHFA

`

#

*..<

#

,.

$

)/

&!

)U<6;)<.*+

,

-

-

0FEJC:

#

$EF

Q

EA;"?@EJADHG1

#

:?SEJSHN

M

"+!

&

@AHAIJ!

#

SICJE

&

PBJ%AI?JHJC%HFCI?OH@%BGHFCI@EH@E

,

`

-

+#ECIHAF

9E

M

DF?G

#

*..-

#

*)

$

=

&!

)**,;)*,.+

,

=

-

YF?E@KE%S(

#

a?AA

Q

EJ0

#

#HFESD"

#

EAHG+0

Q

E

#

Q

EJCEF

#

HJC

FH%EEPPE%A@?J%

&

@AHAIJ!GEOEG@IJ51HC?GE@%EJA@

,

`

-

+

!GIJ`0N1?%9E

M

DF?G

#

*..U

#

,

$

-

&!

)===;)=U/+

,

U

- 胡东达#蔡煦
+

脂蛋白$

H

&与冠心病的关系,

`

-

+

心脑血管

病防治#

*../

#

/

$

*

&!

6);6*+

,

<

- 吴光哲#张必利#郑兴#等
+

慢性肾脏病与冠心病相关性的

临床研究,

`

-

+

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

*..-

#

)/

$

/

&!

66=;

66U+

$收稿日期!

*.));./;)<

&

+

,U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HK4EC!GIJ

!

2%A?KEF*.))

!

W?G+U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