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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红细胞与血小板比率临床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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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红细胞与血小板比率的临床应用%方法
!

分别计算
&

台不同型号血细

胞分析仪检测不同年龄组"

%

"'

岁&

#

"'

#

'$

岁&

#

'$

岁$男&女各
!$$

例患者的红细胞与血小板比率均值!并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

在年龄小于或等于
"'

岁组!男&女红细胞+血小板比率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

岁组中!男性的均值显著高于女性"

#

"

$#$"

$#而在年龄大于
'$

岁组中男性也显著高于女性"

#

"

$#$'

$%

&

台仪器在同年龄组男&女总均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大于
"'

#

'$

岁组与大于
'$

岁组的总体

均值均比小于或等于
"'

岁组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同一地区人群红细胞与血小板比率均值

相对稳定!该指数可用于血小板的计数&仪器间结果的比对&血细胞质控物稳定性与均匀性的评价及判断由于混匀

不充分导致的假失控%

"关键词#

!

血细胞分析仪#

!

红细胞与血小板比率#

!

临床意义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0$!

3456>+-+6:>:

99

>+6:<+7-7@HPI

"

QR3;:<+7D5<56<5DC

?

C>77D65>>,:-:>

?

E5;

!

/FP&'8;.+

=

-

$

89

:

;!"<9*".

=

/>)*)?;>

@;6.!;".!

A

#

();*

4

E-/;*?9!F.E

:

)";>

#

&;*

J

)*

4

#

();*

4

E-!"$$$5

#

/C)*;

&

'

FC,<;:6<

(

!

"C

*

56<+=5

!

>?,-

K

B?G,7D,6B1H16ABA

KK

B16A71?H?FWQ9

"

XO>GA71?E,7,67,E3

)

3B??E6,BB*AHAB

)

J,G#

G5<47D,

!

>D,WQ9

"

XO>GA71?+,AH?F+,HAHEI?+,H1HE1FF,G,H7A

N

,

N

G?C

K

*

$

%

"'

#

#

"'Z'$

#

#

'$

)

,AG0?BE

&

I,G,6AB6CBA7,EG,*

K

,671@,B

)

AHE7D,G,*CB7*I,G,*7A71*716ABB

)

AHAB

)

J,E#H5,A><,

!

]H

%

"'

)

,AG*

N

G?C

K

#

7D,G,IA*H?

*1

N

H1F16AH7E1FF,G,H6,*

$

#

#

$#$'

&

3,7I,,H+AB,AHEF,+AB,#QC71H"<Z'$

)

,AG*AHE

#

'$

)

,AG*

N

G?C

K

*

#

7D,A@,GA

N

,

?FWQ9

"

XO>GA71?1H+AB,IA**1

N

H1F16AH7B

)

D1

N

D,G7DAH7DA71HI?+,H

$

#

"

$#$"AHE

"

$#$'

#

G,*

K

,671@,B

)

&

#]H7D,

*A+,A

N

,

N

G?C

K

#

7D,G,IA*H?*7A71*716AB*1

N

H1F16AH6,

$

#

#

$#$'

&

1H?@,GABBA@,GA

N

,*?F7D,F?CG1H*7GC+,H7*

#

3C77D,?0

@,GABBA@,GA

N

,*?F

#

"<Z'$AHE

#

'$

)

,AG*

N

G?C

K

I,G,D1

N

D,G7DAH7DA71H

%

"'

)

,AG*

N

G?C

K

$

#

"

$#$'

&

#I7-6>A,+7-

>D,+,AH?FWQ9

"

XO>GA71?1*G,BA71@,B

)

*7A3B,1H7D,*A+,G,

N

1?HAHE6AH3,C*,E7?6?CH7XO>

#

7D,G,*CB7*6?+

K

AG0

1*?H3,7I,,H1H*7GC+,H7*

-

7D,*7A31B17

)

AHECH1F?G+17

)

,@ABCA71?H?F

e

CAB17

)

06?H7G?B+A7,G1ABAHEFAB*,*

K

1H?C7?F6?H0

7G?BEC,7?1HAE,

e

CA7,3B,HE,G#

'

J5

?

B7;D,

(

!

3B??E6,BB*AHAB

)

J,G

%

!

WQ9

"

XO>GA71?

%

!

6B1H16ABA

KK

B16A71?H

!!

将患者数据均值法用于临床检验室内质量控制具有使用

室内质控物不可取代的作用+

"

,

#其研究方兴未艾#并已在临床

检验的多个学科广泛运用)有关红细胞$

WQ9

&与血小板

$

XO>

&比率已有应用于临床的报道#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

]9(2

&将其推荐用于间接法
XO>

计数#即用特异性单克隆抗体

标记
WQ9

与
XO>

#流式细胞分析仪检测
WQ9

与
XO>

比率后#再

用血细胞分析仪准确计数全血
WQ9

#然后根据比率计算得到全

血
XO>

+

!

,

)作者对本室使用的
&

台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患者的

WQ9

与
XO>

比率#同时进行统计分析#目的在于建立本室不同

机型
WQ9

与
XO>

比率的参数#并初步探讨了其临床应用)

$

!

材料与方法

$#$

!

检测对象
!

本院使用
&

台不同血细胞分析仪检测门诊及

住院
%$$

例患者的
WQ9

和
XO>

#男-女各
!$$

例)为避免患者

WQ9

与
XO>

极值导致的误差#将列入计算的男性及女性的

WQ9

分别规定为$

%#$

#

'#'

&

Y"$

"!

"

O

及$

&#'

#

%#'

&

Y"$

"!

"

O

#

血小板均定为$

"$$

#

&$$

&

Y"$

5

"

O

)按不同年龄分为
&

组!

%

"'

岁-

#

"'

#

'$

岁-

#

'$

岁组)

$#/

!

仪器与试剂
!

&

台血细胞分析仪分别为
Q,6\+AH9?CB7,G

公司的
a,H#*

五分类全血细胞分析仪$

a,H#*

&-

;9>E1FF

%

血

细胞分析仪$

E1FF

%

&-

(

)

*+,-!"$$/

五分类全血细胞分析仪

$

!"$$/

&)所有仪器的检测试剂均由原公司提供)

9?CB7,G%9

全血细胞室内质控物)

$#'

!

方法
!

抽取
&

台仪器检测结果列入计算范围内的不同年

龄组结果计算
WQ9

与
XO>

比率均值)

$#1

!

统计学处理
!

对不同年龄组的男女均值及不同仪器组的

男-女总均值采用
"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

台仪器对不同年龄组检测的男-女
WQ9

与
XO>

比率结

果均值见表
"

)结果显示在年龄小于或等于
"'

岁组#男-女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大于
"'

#

'$

岁组中#男性的均值显著高

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在年龄大于
'$

岁组

中男性也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台仪器对不同年龄组检测的男女
WQ9

与
XO>

比率结果均值&

O_E

'

仪器
%

"'

岁

男 女

#

"'

#

'$

岁

男 女

#

'$

岁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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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R?#!&



/#/

!

按不同年龄组计算
&

台仪器
WQ9

与
XO>

比率的总均

值#同年龄组
&

台仪器总体均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大于
"'

#

'$

岁组与大于
'$

岁组的总体均值均

比小于或等于
"'

岁组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

台仪器检测不同年龄组
WQ9

与
XO>

!!!

比率的总均值&

*f%$$

'

年龄$岁&

E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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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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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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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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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早在
"5<'

年
2?FF+AH

和
PA1E

就描述了使用患者数据均

值$正态均值&进行质量控制的方法)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是

QCBB

报道的
.0Q

浮动均值法#其基本原理是人群中平均红细胞

体积-平均血红蛋白含量-平均血红蛋白浓度检测结果的均值

应稳定在较窄的范围内$

_&T

&)若均值超出范围#提示红细

胞系的相关检测参数的结果可能异常#用于室内质控既0敏感1

又0即时1

+

&

,

)与此相类似#由于人体
WQ9

与
XO>

在体内的稳

定性较高#因而患者的
WQ9

与
XO>

比率均值也应相对稳定在

一定的范围内)许蕾等+

%

,在对
45

例女性和
"!$

例男性检测后

得到了上海地区人群
WQ9

与
XO>

比率$未分男-女组&#使用

流式细胞仪为
!"#5"_%#&!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为
!!#&!_

%#%<

#国外报道为
!"#'4_'#"&

#二者报道的数据非常接近)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同年龄组男女均值在不同仪器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组#当年龄小于或等于
"'

岁时#

男-女性别间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大于
"'

#

'$

岁组中#

男性的均值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在大于
'"

岁组中男性也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由于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成年女性的
WQ9

数

普遍低于男性#而男-女间的
XO>

则较为接近#直接导致了成

年男性的
WQ9

与
XO>

比率显著高于女性)本研究结果显示#

男女总均值均略高于许蕾等+

%

,数据#是性别构成比不同-地区

差异-仪器差异还是由于许蕾等未对列入统计的患者数据进行

初筛或是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临床对于准确计数
XO>

的需求越来越高#如
XO>

输注及

疗效评估+

'

,

#而
XO>

计数受到的影响因素则相对较多#传统的

显微镜直接计数法显然有许多缺陷#血细胞分析仪结果是否准

确也只能依赖厂商提供的标准#因而要建立血细胞计数的参考

方法+

<

,

)

!$$"

年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推荐了间接
XO>

计数参考方法#即采用流式细胞分析仪测定经单克隆抗体标记

的全血
WQ9

与
XO>

比率#然后用颗粒计数仪或经校准的血液

分析仪准确计数
WQ9

#最后计算血液中
XO>

参考值#由于是对

细胞做特异性标记后分析#因而影响因素较少#检测结果可靠#

推荐作为参考方法并为临床逐步接受)

鉴于研究对象全血
WQ9

与
XO>

比率相对稳定#其临床应

用至少应体现在几个方面!$

"

&用于间接
XO>

计数%$

!

&用于不

同仪器间结果的比对#若在不同分析仪间该比率的值有明显差

异或某阶段比率失控#应寻找原因并对仪器进行校准溯源%$

&

&

由于血细胞质控物存在有效期短且难于分装的问题#该指数可

用于监控其稳定性与均匀性%$

%

&相对于患者样本#全血细胞质

控物
WQ9

与
XO>

比率应更为稳定#日常应用时很难界定质控

物是否混匀#该指数若变化过大#则提示可能混匀不均#识别假

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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