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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应用两种不同型号的自动红细胞沉降仪"

LW;aVR8/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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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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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典的魏氏法同时测定红细胞沉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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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LW0!$"$

和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测定
/(W

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方法
!

随机抽取门诊
"$%

例患者!抽取患者静脉血分别注入
&

种红细胞沉降真空试管内!应用
LW0

!$"$

和
8V0!$

红细胞沉降仪与经典的魏氏法同时测定
/(W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与比较%结果
!

LW0!$"$

和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检测
/(W

的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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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典魏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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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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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较好%结论
!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检测

时间短!时间&温度&湿度自动补偿修正!影响因素较少!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与患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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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沉降率$

/(W

&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项血液常规性

检查#是监测炎症急性时相反应的可靠性指标)红细胞沉降检

测对疾病的诊治虽缺乏特异性#但它对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疗效观察与预后判断以及肿瘤的浸润-转

移仍具有重要意义#故其结果的准确和可靠是临床正确诊断和

合理治疗的关键)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9(2

&推荐用枸

橼酸钠作抗凝剂#按
"

!

%

稀释静脉血的魏氏法作为
/(W

测定

的标准法+

"0!

,

)但由于魏氏法耗时长#实验影响因素多#无法满

足临床越来越大的检测需求)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

/(W

的检测方法也在不断地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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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引进了意大利
LW;a0

VR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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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和国产
8VR]0

>V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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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用于红细胞沉降标本的

检测#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满足了临床与患者的需要)为了

解仪器法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更好地发挥其在临床诊

断中的作用#消除可能存在的医疗隐患#用两种自动红细胞沉

降仪与魏氏法同时对
"$%

例患者标本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评价其在临床的应用价值#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现

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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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随机选取自本院门诊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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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设备
!

LW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及配套专用红细

胞沉降管%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及配套专用红细胞沉降

管%传统魏氏红细胞沉降架及专用管)

$#'

!

检测方法
!

抽取患者静脉血分别注入
&

种红细胞沉降真

空试管内#颠倒混匀
=

#

"$

次)$

"

&仪器的操作!将试管分别轻

轻放入
LW0!$"$

和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的检测孔#仪器

自动读取
&$+1H

红细胞沉降值%$

!

&经典魏氏法的操作!用红

细胞沉降管$

&$$#$++Y!#'++

&吸取混匀的枸橼酸钠抗凝

血至0

$

1刻度处#拭去管外附着的多余血液#将红细胞沉降管直

立于红细胞沉降架上#室温静置
"D

#观察血浆高度#报告红细

胞沉降值)

$#1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X(("&#$

统计学软件#两种自动红

细胞沉降仪法与经典魏氏法各自的方法学比较采用线性回归

分析%配对样本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方法学比较
!

LW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与魏氏法测定

标本的
/(W

结果#经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显示#两种方法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回归方程
2f"#$=$%.`"#5<<=

#

!f$#5=&

#

相关性好$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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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与魏氏法测定标

本的
/(W

结果#经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显示亦具有良好的相

关性#回归方程
2f$#5<<&UZ&#%<"%

#

!f$#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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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比较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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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法

分别与经典魏氏法对
"$%

例随机门诊患者检测的
/(W

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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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配对样本
"

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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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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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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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0!$"$

与魏氏法的相关性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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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魏氏法的相关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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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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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红细胞沉降仪法与经典

!

魏氏法
/(W

结果总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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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W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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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0!$"$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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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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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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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传统的检测方法有魏氏法-温氏法-潘氏法等+

%

,

#因

其方法学存在许多不足#影响因素较多#如试剂的质量-血液与

抗凝剂的比例-红细胞沉降管内径的误差及其反复使用-实验

室的温度和湿度难以控制#很难开展质量控制工作)随着检验

医学的飞速发展#各种型号的进口和国产自动红细胞沉降仪具

有操作简单-检测快速-影响因素少及生物危害小等优点#而受

到检验工作人员的青睐+

'

,

)其检测原理主要是红外线阻挡-光

电比浊和摄像机自动扫描分析法等+

<

,

)本组所评价的
LW0

!$"$

和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就是根据红外线阻挡原理

来检测的新型自动红细胞沉降仪)

]9(2

推荐魏氏法为
/(W

测定的标准方法#故对其器材-

操作方法和环境温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标准

化操作很难)由于魏氏法在检测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尤其在一些基层医院#很难达到实验要求的环境条件#故其结

果的准确性也很难保证)而自动红细胞沉降仪的影响因素则

相当较少#无论从实验的原理-设计-环境要求#还是对实验操

作者的安全以及节约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许多优点)仪器

可以自动进行室温修正#当工作温度为
"'

#

&$h

时#仪器会自

动将结果转换为
"=h

的数据#这样可使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检

测结果具有可比性#去除了室温对结果的影响#从而保证了不

同室温下
/(W

结果的一致性)

"D

自动计时#报告
/(W

值#避

免了时间上的误差#仪器还可以选择
$#'D

报告
/(W

值#大大

缩短了临床等候报告的时间%并且可以同时检测
%$

份标本#满

足了标本量大的医院的检测要求)本研究结果显示#

LW0!$"$

和
8V0!$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检测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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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结果稳定#与魏氏法所测结果

有很好的相关性#与国内报道基本一致+

4

,

)且两种不同型号的

自动红细胞沉降仪具有重复性好-准确性高-快速出结果-维护

简便等优点#适合在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

"

, 熊立凡#李树仁
#

临床检验基础+

8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

!$$&

!

!50&$#

+

!

,

[?C[8

#

O,I1*(8

#

QG1

NN

*9

#

,7AB#]9(2G,@1,I?F7D,

+,A*CG,+,H7?F7D,,G

)

7D?6

)

7,*,E1+,H7A71?HGA7,

+

[

,

#]H7

[OA32,+A7?B

#

!$""

#

&&

$

!

&!

"!'0"&!#

+

&

,

(C3GA+AH1AH;

#

WAH

N

AGA

d

AHM

#

XAHE,

)

W8

#

,7AB#/@ABCA0

71?H?FAHAC7?+A7,E,G

)

7DG?6

)

7,*,E1+,H7A71?HGA7,AHAB

)

0

J,GA*6?+

K

AG,E7?7D, P,*7,G

N

G,H +AHCAB+,7D?E1H

+,A*CG,+,H7?F,G

)

7DG?6

)

7,*,E1+,H7A71?HGA7,

+

[

,

#]HE1AH

[XA7D?B816G?31?B

#

!$""

#

'%

$

"

&!

4$04%#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8

,

#&

版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

"!"#

+

'

, 唐吉斌#张卓才#王京荣#等
#

两种方法检测红细胞沉降率

的性能比较+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5

&!

""<$0

""<"#

+

<

, 郑文芝#温晓艳#李立宏#等
#XG,61B.90!$

型自动红细胞沉

降仪的应用评价+

[

,

#

检验医学#

!$$'

#

!$

$

'

&!

%5$0%5"#

+

4

, 黄秋兰#蔡徐山
#LW;aVR8/L!$"$

型自动红细胞沉降

仪性能评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4

$

"&

&!

"&4%0

"&4'#

$收稿日期!

!$""0$<0$5

&

$上接第
!=''

页&

+

'

,

>JAG7?*[(

#

9GAH,G8[

#

Ĝ1,*,8;

#

,7AB#]O0!"AHE]O0!"

G,6,

K

7?G,-

K

G,**1?H1HB

)

+

K

D?6

)

7,*AHEH,CG?H*1H+CB710

K

B,*6B,G?*1*3GA1H

+

[

,

#;+[XA7D?B

#

!$""

#

"4=

$

!

&!

45%0

=$!#

+

<

,

9A

K

G1?B1̂

#

(AGGA8

#

9AGC*?W

#

,7AB#;C7?6G1H,G,

N

CBA71?H

?F]O0!"

K

G?EC671?H1HDC+AH>B

)

+

K

D?6

)

7,*

+

[

,

#[]++C0

H?B

#

!$$=

#

"=$

$

&

&!

"=$$0"=$4#

+

4

,

MC6D,H(

#

W?331H*W

#

(1+*aX

#

,7AB#/**,H71ABG?B,?F]O0

!"1HQ6,BBA671@A71?H

#

,-

K

AH*1?H

#

AHE

K

BA*+A6,BB

N

,H,GA0

71?HECG1H

N

9L%

`

>6,BB0Q6,BB6?BBA3?GA71?H

+

[

,

#[]++C0

H?B

#

!$$4

#

"45

$

5

&!

'==<0'=5<#

$收稿日期!

!$""0$<0"=

&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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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