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值之间拟合性较
/713T

好)在携带污染率实验中#两种

/71

测试方法均符合
/71

携带污染率设置要求小于或等于

'V

)红细胞碎片干扰实验中#选取
/71

*

'**e'*

@

"

7

时#在

高浓度
4R!

干扰时
/713̂

*

/713T

方法均受到影响#但在低浓

度
4R!

干扰时#证实了
/713̂

在一定范围内抗干扰能力较

/713T

好)当血小板低值时$

"

,*e'*

@

"

7

是本次试验判断复

检低值标准%且
S/W

与
T/.

均异常时
/713T

法计数值与显微

镜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8*B

%#而
/713̂

法计数

值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说明

/713̂

法能够通过细胞核酸荧光染色识别大
/71

)在没有启

动
/713̂

通道时需要复检
/71

标本通常经
Q/3'***&

推片机

推片染色后先用显微镜观察血小板情况#多与少#大与小#与

/713T

法计数值是否符合#在
/71

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常伴

/71

体积偏大的异常情况常见#在
/71

"

,*e'*

@

"

7

标本中

出现大
/71

情况较多#往往同时伴随
T/.

与
S/W

两项指标

异常#大
/71

的比例相对增加+

(

,

)

血常规通常用流水线
gN3B***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阻抗

法
/713T

计数血小板#当
/71

"

,*e'*

@

"

7

标本且有干扰因素

又与镜检估计不符合时#通过以上分析#可用显微镜计数法或

/713̂

法复查血小板数目+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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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分析与临床应用

叶巧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医院检验科
!

B)C(**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在临床诊治中的重要性$方法
!

对本院住院和门诊患者对白细胞

"

R̀!

#

#

)Be'*

@

)

7

或
R̀!

"

A8*e'*

@

)

7

及血细胞分析仪报警结果有异常的
:,'

例血液标本进行外周血涂片检

查$结果
!

中性粒细胞出现核左移
((

例!核右移
A

例!中性粒细胞毒性变化
@B

例!异型淋巴细胞大于
BV

的有
,)

例!幼稚细胞
:

例!有核红细胞
)*

例!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

例!大细胞性贫血
(

例!疟原虫
)

例!血小板计数异常

@

例$结论
!

细胞形态学检查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在疑似血液病和血液学检查异常情况时!必须同时进行外周血

涂片检查$

"关键词#

!

外周血%

!

血细胞形态%

!

血液病%

!

异型淋巴%

!

血细胞分析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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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3*)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在临

床检验的广泛应用#使得血细胞分析结果更精确#大大地提高

了检验的工作效率#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但是#各类细胞分析仪仍有其不足之处#如对幼稚细胞*有核红

细胞不能准确分类和计数等#如过度依赖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忽视外周血形态学检查#必将引起临床的漏诊*误诊#影响对患

者的诊断和治疗)因此#作者对
R̀!

#

)B8*e'*

@

"

7

或
R̀!

"

A8*e'*

@

"

7

及血细胞分析仪报警提示结果有异常的标本同

时进行了外周血涂片检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择
)**C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

和门诊患者的血常规结果
R̀!

#

)Be'*

@

"

7

或
R̀!

"

Ae

'*

@

"

7

#以及血细胞分析仪报警结果有异常的标本共
:,'

例#其

中男
A(:

例#女
()A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大多数为发热*出

血*贫血*黄疸或淋巴结肿大的患者)

$8/

!

方法
!

对异常的
:,'

例标本同时进行外周血细胞形态学

检查#血液涂片*染色严格按照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第
(

版%进行)

/

!

结
!!

果

在
:,'

例涂片中#外周血形态异常的有
)A:

例#其中中性

粒细胞核左移
((

例$

A8(AV

%#核右移
A

例$

*8B'V

%#中性粒细

胞毒性变化
@B

例$

')8ACV

%#异型淋巴细胞
,)

例$

C8'BV

%#幼

稚细胞
:

例$

*8@)V

%#有核红细胞
)*

例$

)8,(V

%#疟原虫
)

例

$

*8),V

%#大细胞性贫血
(

例$

*8(@V

%$经骨髓检验证实为巨

幼细胞性贫血%#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

例$

')8)(V

%$经骨髓

铁染色*血清铁进一步检测证实为缺铁性贫血%#血小板计数异

常
@

例$

'8'CV

%)

'

!

讨
!!

论

外周血形态学检查主要是检查
R̀!

*红细胞$

4R!

%*血小

板形态和数量的改变情况)在正常情况下#骨髓按一定的规律

将成熟的细胞释放于外周血#在造血系统疾病发生造血功能紊

乱时#可引起外周血细胞形态学质和量的改变#如出现幼稚细

胞*有核红*细胞内部出现异常结构等#血细胞分析仪不能对上

述细胞进行识别*准确分类和计数#因此#必须重视外周血细胞

形态学的检查)

R̀!

形态异常改变主要有中性粒细胞出现核左移*核右

移*毒性变化$如细胞大小不均#中毒颗粒#空泡变性#

6m0;#

体#核变性%及出现幼稚细胞等)在各种病原体所致的感染#特

别是急性化脓性细菌感染时#

R̀!

明显升高#以中性粒细胞中

毒性改变最为多见#且常伴有核左移(而在病毒性感染中#如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毒性肺炎#肺炎支原体等感染时+

'

,

#异

型淋巴细胞明显增多)如
R̀!

总数异常增高或淋巴*单核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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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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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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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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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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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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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分类大于
)*V

时#应注意观察异型淋巴*大淋巴细胞*幼稚

细胞及癌细胞的检出+

)

,

#在本文中#外周血检查出幼稚细胞
:

例#经过骨髓检验#有
B

例确证为白血病#其余
)

例为化疗的患

者#分类计数
)**

个
R̀!

#其幼稚细胞仅占
'V

!

)V

)

4R!

的形态学改变主要有大小*形态*血红蛋白含量改变

及胞内出现异常结构如点彩红*豪
3

周小体*卡波环*有核红等)

本文主要检出大细胞性贫血
(

例#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

例#

有核
4R!)*

例以及疟原虫感染
)

例)

血小板因其体积差异大#大血小板和巨大血小板在体积上

与小
4R!

相差不大#所以小
4R!

影响血小板的计数#同时#

4R!

在衰老的过程中因难溶解或溶解不全而产生的碎片#也

严重影响血小板计数+

(

,

#这也解释了在临床上有些患者有明显

出血体征#但血小板计数在正常范围内甚至超出正常范围的现

象)作者在所检测的标本中#共检出了小
4R!

或
4R!

碎片影

响血小板计数的病例
C

例#巨大血小板
'

例)另外#血小板凝

集#冷球蛋白等因素也可影响血小板计数+

A3B

,

)

综上所述#凡是血细胞分析结果异常增高或减低的#仪器

报警提示结果有异常的#或者临床上有发热*出血*贫血*黄疸

或淋巴结肿大疑似造血系统疾病时#必须同时进行外周血涂片

检查#保证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利于临床进行诊断和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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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人乳头状病毒检测联合细胞学诊断在宫颈病变

筛查中的应用

黄永建!陈
!

波!杨
!

剑"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BB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高危型人乳头状病毒"

5/W

#检测联合细胞学诊断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应用$方法
!

对

疑为
5/W

感染或宫颈病变的妇科患者行
5/W

检测和细胞学检查!根据细胞学诊断不典型鳞状细胞"

-Q!ZQ

#及

5/W

检测为阳性的病例进行阴道镜活检$结果
!

"

'

#

))B

例细胞学异常患者!其中非典型鳞状细胞"

-Q!

#

',:

例!

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7QT7

#

AC

例!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5QT7

#

'*

例!其高危型
5/W36X-

阳性率依次为
),8@V

"

AB

)

',:

#!

AB8CV

"

))

)

AC

#!

@*8*V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

)

#

))B

例患者均进行接受阴道镜及活检

组织病理学检查!

XT7S

&宫颈上皮内瘤变"

!TX

#

'

&

!TX

(

&

!TX

,

和浸润癌患者
5435/W36X-

阳性率分别为

)B8@V

"

A'

)

'BC

#&

((8(V

"

'A

)

A)

#&

:,8@V

"

'*

)

'(

#&

C:8BV

"

:

)

C

#&

'**V

"

A

)

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

#

$

(*

岁患者
5/W36X-

阳性率为
(,8@V

"

)A

)

,B

#!

#

(*

!"

A*

岁患者
5/W36X-

阳性率为
),8(V

"

)*

)

:,

#!

*

A*

岁患者
5/W36X-

阳性率为
(C8'V

"

()

)

CA

#

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结论
!

5/W

检测联合细胞学和组织

学检查能更有效地筛查宫颈病变细胞!为临床防治宫颈癌变提供更可靠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

!

高危型人乳头状病毒%

!

细胞学检查
!

组织病理学检查%

!

宫颈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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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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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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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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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发生率仅次于乳腺

癌+

'

,

#我国的宫颈癌的发生率和病死率约占世界的
'

"

(

#而且

呈年轻化发展趋势+

)

,

)为了有效预防育龄妇女宫颈癌的发生

以及宫颈癌的早期防治#本院应用高危型人乳头状病毒

$

5/W

%检测和细胞学对到本院体检和治疗的
))B

例疑为

5/W

感染和宫颈病变的育龄妇女进行筛查#并对细胞学诊断

为不典型鳞状细胞$

-Q!ZQ

%及以下病变*高危型
5/W

检测为

阳性的妇女进行阴道镜活检#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妇科

门诊*妇女保健科门诊体检和就诊患慢性宫颈炎的
))B

例病例

为研究对象#年龄
'C

!

:,

岁#所有病例均做细胞学检查和

5/W

检测#并对细胞学诊断为
-Q!ZQ

及以上病变*

5/W

检

测为阳性的妇女进行阴道镜活检)

$8/

!

标本采集及处理

$8/8$

!

细胞学检查采用塑料颈管刷分别收集宫颈外和颈管的

脱落细胞#将塑料颈管刷在有
10&$

G

2#

G

细胞保存液小瓶中涮

'*

圈#保存液中的标本经
10&$

G

2#

G

)***

系统处理$将标本中

的黏液*血液和炎细胞与上皮细胞分离)经精密滤器过滤后转

移到静电处理过的载玻片上%#制成直径为
)?J

的薄层细胞涂

片#用
@BV

乙醇固定#巴氏染色)

$8/8/

!

5/W

检测
!

用宫颈刷或无菌棉拭子收集宫颈分泌物

置无菌管中#加入
'J7

灭菌生理盐水#充分震荡摇匀#挤干棉

拭子#吸取全部液体转至
'8BJ7

离心管中#

')***2

"

J&$

离心

BJ&$

#去上清液#沉淀加灭菌生理盐水
'J7

混匀#

')***2

"

J&$

离心
BJ&$

#去上清液#沉淀加
B*

#

76X-

提取液充分混

匀#

'**b

恒温处理$

'*P'

%

J&$

#

')***2

"

J&$

离心
BJ&$

#进行

5/W

检测)

5/W

检测试剂盒为中山达安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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