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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方法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作为试验方法#技术相对

简单#容易标准化和完成操作%诊断比
j

射线诊断准确性高%

从收到标本到报告结果的时间短%设备投入少#检查成本低+

对
.\-

镜检阳性患者的治疗效果能够做出及时和准确地评

价)

:

*

#对于基层的医疗单位来说#痰涂片
.\-

镜检仍然是最适

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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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小板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钟红梅"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关键词#

!

血细胞分析仪#

!

血小板计数#

!

影响因素

!"#

!

$%&'()(

"

*

&+,,-&$)./0(122&/%$/&%2&%S/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8%96*''

"

%($%

$

('9(4:89(%

!!

在所有血细胞中体积最小的一种细胞就是血小板$

X/K

&#

它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细胞#在机体自行止血的整个过程中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它自身容易被破坏和易受到其他因

素的干扰#能够对血小板及其相关的参数进行准确的测定#无

疑是对临床疾病诊断和疾病疗效的判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

*

+本文对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过程中由于标本自身因素,溶

血剂质量,抗凝剂影响,标本放置时间,试剂影响,仪器因素和

其他因素等
8

个方面对血小板数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

$

!

标本因素

采血过程也是保证血小板准确计数的关键+末梢采血时

应提前充分按摩采血部位再采血+尤其是婴幼儿#若方法不

当#如采血速度慢,出血不畅,挤压采血部位等#就会造成血小

板假性减少+静脉经多次穿刺而引起的水肿及皮下出血时#因

组织损伤#组织凝血因子混入血液标本中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小

凝块#也可以引起血小板假性减少#此时必须重新采血测定+

血液标本采集后#最好放置
$'

!

:(OA;

#因为血小板离体后#

其形态立即发生变化#其外膜形成的微小管游离端向外伸展形

成丝状伪足#数个伪足相互缠绕#形成血小板可逆聚集体#其体

积一般和淋巴细胞大小相似)

%

*

#造成血小板假性减少#随着时

间延长#这种假性聚集就会发生解聚%在
X/K

的直方图上提示

其中有大颗粒存在#因此
X/K

的聚集现象是对
X/K

计数造成

影响的主要原因)

:

*

+测得的结果极不可靠#为避免出现此现

象#就必须对患者的血液进行重新采集+

/

!

溶血剂质量

在血细胞分析仪试剂中一种十分重要的试剂就是溶血剂#

该试剂可以对红细胞起到很好的溶解效果#并可以使白细胞体

积的变化更有规律性+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在对
X/K

进行计

数时的脉冲大小只与稀释液的性能和仪器的设置这两种情况

有关#而和溶血剂的性能并没有关系+但实际的临床操作过程

中却不难发现#若溶血不够完全#由于对红细胞碎片冲洗时不

够彻底#则就会导致
X/K

假性增高)

*

*

+

'

!

抗凝剂

抗凝剂的具体种类对检测结果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国际

化学标准化委员会$

!Q1,

&推荐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T2K.9

`

%

&对标本血液进行抗凝处理)

'

*

+另外#血液和抗凝剂的比例

也会对检测的实际质量造成不小的影响+当血液的比例过高

的时候#由于抗凝剂的比例相对会比较低#就会导致血浆中有

微凝血块出现的概率增加+而且微凝血块的存也在会使仪器

出现堵塞的现象进而会对检测的结果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如果血液的比例过低时#抗凝剂的比例就会相对较高#会导致

血小板出现肿胀,崩解,产生正常
X/K

大小的碎片现象#也会

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验结果#想要得到正确的结果就会十分的困

难)

4

*

+

1

!

标本放置时间

理论上#在标本采集后的
$'

!

:(OA;

必须对其进行检测#

因为能够在
$'OA;

至
$H

这段时间内进行检测的结果都是比

较准确的#如果标本放置时间太长#就会导致巨大血小板不断

地产生#而这种巨大血小板主要分布于红细胞直方图的
$((

!

%'(@/

处#这样就会造成血小板计数结果低于实际血小板的数

量的严重后果#红细胞平均容积就会高出实际容积)

8

*

+此外#

在操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对全血标本进行混匀处理#所有的测定

操作都必须在
%H

内完成)

)

*

+

2

!

试
!!

剂

血小板的高低是试剂质量的一个直接反映#在原则上要使

用和仪器匹配度比较高的试剂#最好选择原装的试剂#导致血

小板出现增高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仪器的管道长期处在

不清洁状态#从而导致管道有很多絮状物黏附)

6

*

#或者是出现

凝块现象#这些杂质可以随着被检测血液进入计数池内#从而

对血小板的计数造成影响)

$(

*

+另外#试剂保存方法的不恰当#

或者超过其保质期#也会出现一些杂质#如果这些杂质的量小

于
%(@/

#会使血细胞分析仪误认为就是血小板#而最终导致

X/K

检测得结果高于其实际结果)

$$

*

+

)

!

仪
!!

器

由于对血小板进行检测时选择的是电阻抗法#该方法与血

小板的体积和数量都有着十分密切关系#从而作者得出这样的

结论!只有保证血小板的体积长期处于正常状态#才能确保其

测得的结果具有准确性#而且体积异常增多时就会对血小板造

成很大的影响)

$%

*

#特别是在有巨大血小板出现时#

X/K

直方图

的分布情况就会变宽#血小板的平均体积会呈现明显增高的状

态+另外仪器是根据细胞的体积大小分类计数的#不能够直接

对小红细胞,红细胞碎片,血小板聚集进行有效和准确的识别#

而且当有小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出现时#检测仪器会将其误认

为是血小板#从而使血小板计数的结果比实际值要高出很多#

此时血小板直方图就会在
%(

!

:(@/

处出现翘尾峰或为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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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具体环境因素,洁净的程度,温度的高低,湿度的

控制,是否有电磁干扰现象#这些都会对测量的结果与真实结

果的接近程度造成一定的影响)

$*

*

+未接地电源会造成血小板

数值明显增高#操作过程中曾误插未接地的墙壁插座#导致血

小板计数成倍增高)

$'

*

+

S

!

讨
!!

论

血细胞分析仪不仅为临床提供了多项血细胞参数及直方

图#而且具有便于操作#重复性好#准确度高的等特点#受到广

大检验工作者的青睐和好评+工作中为了得到准确的血小板

数量及其有关参数#要尽量避免出现以上影响因素#而且有与

临床症状不符或者
X/K

计数与直方图不符的标本#应及时分

析原因#并且用显微镜计数复检或重新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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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性角膜炎是一种由致病真菌引起的致盲率较高的感

染性角膜性病变#随着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的广泛使用#发病

率不断提高#临床治疗非常困难+早期的准确诊断,治疗是取

得良好疗效的关键+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

其实验室诊断从传统的形态学,免疫学发展到分子生物学水

平#并逐渐应用于角膜真菌感染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这为真菌

性角膜炎的诊断提供更为快速,特异,敏感的途径#但在一些医

院仍旧以常规方法来诊断+本文就角膜真菌感染的实验室常

规检测方法作一小结+

$

!

形态学镜检

对临床标本的直接显微镜检查是最简单也是最有用的实

验室诊断方法+直接镜检对于浅表和皮下真菌的感染最有帮

助#可在几分钟内完成#并且很多情况下观察到的真菌形态可

以提供很有价值的临床信息#还能给技术人员提供有效分离出

可疑病原菌的有用信息+实验室检查找到真菌和菌丝就可以

确诊+直接镜检可采用不染色的湿片法如
$(7

!

%(7

氢氧化

钾$

_̀,

&涂片或染色涂片镜检#染色检查包括革兰染色,姬姆

萨染色,过碘酸
910HA@@

$

X.1

&染色,乳酚棉兰染色,荧光钙白染

色和巴氏染色法等+

$&$

!

_̀,

湿片法
!

利用
$(7

!

%(7 _̀,

能消化处理涂片

中的非真菌杂质而显示菌丝#但阳性率较低#易出现假阳性或

假阴性+有报道称将
_̀,

与墨汁)

$

*或二甲基亚砜)

%

*混合使

用#可增加背景对比使效果更佳+

$&/

!

染色检查
!

$

$

&革兰染色和姬姆萨染色法!能非特异着染

真菌孢子#方法较
_̀,

湿片法敏感#阳性率较高#但菌丝着色

较浅#是一种非常便捷,准确,常规的方法+$

%

&

X.1

染色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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