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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全血模式与稀释模式的临床应用

陈佩宣"广东省东莞市广济医院检验中心
!

2.,38Q

#

!!

"摘要#

!

目的
!

对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全血模式与稀释模式检测血细胞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评价$方法
!

对两

种模式检测血液中的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血小板等项目的精密度进行比较$结果
!

全血模式各

项目检测结果精密度均符合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精密度的要求%稀释模式各项目检测结果精密度均超出全自动血液

分析仪对精密度的要求$结论
!

临床上使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血细胞时应采用全血模式!不宜采用稀释模式!稀

释模式只限用于对那些采静脉血确实有困难并且以粗略了解血液的大概情况而对检测结果不作严格要求的患者$

"关键词#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

血细胞分析%

!

全血模式%

!

稀释模式%

!

对比研究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8"+#.

!!

血常规检查是临床上最常见,最基础的化验项目之一#实

验室检查血常规可分为传统的手工法和自动化的仪器法+虽

然仪器法不能完全取代手工法#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

技术,流式细胞术,激光技术,单克隆抗体,细胞化学染色,计算

机等高科技在血细胞分析仪上的广泛应用)

"

*

#使血细胞分析仪

的准确性和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各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均

以仪器法为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血细胞的检测可采用全

血模式和稀释模式#全血模式标本要求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YU9)+M

.

%抗凝静脉血)

.

*

#稀释模式一般采取手指末梢血+本

研究对这两种模式在临床的应用价值做了对比分析#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设备与试剂
!

深圳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微量吸管,塑料试管及
YU9)+M

.

抗凝管+

$-/

!

标本来源
!

同意配合本实验的健康体检人员+

$-'

!

评价项目
!

白细胞$

i&O

%,红细胞$

W&O

%,血红蛋白

$

%J

%,红细胞比容$

%O9

%,血小板计数$

V19

%+

$-1

!

方法

$-1-$

!

仪器先经厂家工程师进行调试,校准#确保仪器性能稳

定#重复性良好+

$-1-/

!

全血模式
!

从体检人员肘静脉抽血
.01

#用
YU9)+

M

.

抗凝#轻轻颠倒混匀#在全血模式下进行检测#重复检测
"#

次#每次检测前标本须重新进行混匀#然后计算平均值$

E

%,标

准差$

>

%,变异系数%

@W

%+

$-1-'

!

稀释模式
!

为防止血液成分在采血过程发生变化#本

实验需多名操作熟练的检验人员配合#从该体检人员左右手无

名指采血#刺破皮肤组织拭去第一滴血后应快速吸取末梢血

.#

!

1

各
2

次#尽快完成+每次擦去管尖外部余血#将吸管插

入盛有由仪器定量打出稀释液的试管底部#轻轻将血放出#并

吸取上清液漱洗吸管
,

次#然后用手振摇试管混匀#在稀释模

式下进行检测#完成后计算
E

,

>

,

@W

+

/

!

结
!!

果

/-$

!

两种模式精密度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

!

全血模式与稀释模式检测的精密度
!

全血模式检测的各

个对比项目精密度都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精密度的要求以

内$

i&O

$

,-#X

#

W&O

$

"-2X

#

%J

$

"-2X

#

%O9

$

"-2X

#

V19"X

#

,X

%#

i&O

最大值超出最小值
3-#X

#

W&O

为
!-

,X

#

%J

为
,-!X

#

%O9

为
!-8X

#

V19

为
8-"X

+稀释模式检

测的各个对比项目结果精密度都超出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精

密度的要求#

i&O

最大值超出最小值
".-,X

#

W&O

为
$-.X

#

%J

为
".-!X

#

%O9

为
Q-"X

#

V19

为
"2-,X

+

表
"

!

两种模式精密度检测结果比较

检测项目
全血模式

E

> @W

$

X

%

稀释模式

E

> @W

$

X

%

i&O

$

h"#

8

"

1

%

"#-,! #-"Q "-$# "#-2" #-,3 ,-!#

W&O

$

h"#

".

"

1

%

!-#" #-#2 "-.# !-.. #-", ,-"#

%J

$

*

"

1

%

""8-2# "-"Q #-8# "..-## ,-8# ,-.#

%O9

$

X

%

,8-,# #-22 "-!# !"-!#".-!" ,-##

V19

$

h"#

8

"

1

%

.Q"-2# $-$! .-$# .82-$.",-3# !-3#

'

!

讨
!!

论

血液中的任何成分发生病理变化都会影响到全身组织器

官(相反#组织或器官的病变也可引起血液成分发生相应的变

化#因而对血液进行分析对疾病的诊断及严重程度能提供很大

的帮助+传统手工检查血常规的方法基本上已被自动化的血

液分析仪所取代)

,+!

*

#传统意义上的血常规检查也已发展成对

血细胞进行全面,综合地分析+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一般都可采用两种模式对血细胞进行

检测#一种是全血模式#另一种是稀释模式+全血模式标本要

求用
YU9)+M

.

抗凝静脉血#由于标本运送,贮存方便,可重复

检查等优点#适合于住院患者做血常规检查(稀释模式标本常

采用手指末梢血#由于操作简单方便,取血量少等原因#在门诊

患者特别是婴幼儿中广泛使用+本研究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了

精密度比较试验#结果发现用全血模式检测的各个对比项目精

密度都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精密度的要求以内(

i&O

最大

值超出最小值
3-#X

#

W&O

为
!-,X

#

%J

为
,-!X

#

%O9

为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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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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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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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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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8X

#

V19

为
8-"X

+而稀释模式检测的各个对比项目结果

精密度都超出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精密度的要求#

i&O

最大

值超出最小值
".-,X

#

W&O

为
$-.X

#

%J

为
".-!X

#

%O9

为

Q-"X

#

V19

为
"2-,X

+由此可见#两种模式之间的精密度差

别较大+全血模式重复性好#结果稳定(稀释模式重复性差#结

果波动范围较大+本研究认为#用稀释模式检测的结果不太可

靠+另外#血小板在两种模式下测定结果的精密度都是最差

的#这与血液分析仪对血小板的检测原理及其自身的稳定性

有关)

.

*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从其设计上均要求标本使用抗凝静脉

血#由于静脉血能正确反映血液循环中的实际情况#比末梢血

准确,稳定)

2

*

#标本也便于运送与保存#必要时还可将原标本进

行复查+采末梢血固然方便#但影响的因素也较多#比如微量

吸管与试管的质量,放稀释液的量是否准确一致及在外面放置

时间的长短,操作者技术水平的差距,末梢血各成分分布的不

均匀#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而且稀释的标本不易运

送和保存#不能对原标本进行复查#因此作者建议使用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对血液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全血模式(稀释模式只用

于对那些抽静脉血确实有困难$比如婴幼儿%并且已粗略了解

血液的大概情况而对检测结果不作精确要求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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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袁招红!汪兴周!聂宇波"江西省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住院精神病患者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情况$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1PI)

#对
".,3

例住院精神病患者进行血清即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抗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抗
+%&D

#组合模式

和前
I"

抗原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血清
%&()

*

阳性率为
"Q-!2X

!抗
+%&(

阳性率为
,!-,X

!

3

项

全阴性者
..!

例!

%&()

*

"

\

#'

%&?)

*

"

\

#'抗
+%&D

"

\

#"大三阳#

$3

例!阳性率为
3-"2X

!

%&()

*

"

\

#'抗
+%&?

"

\

#'抗
+%&D

"

\

#"小三阳#

".8

例!阳性率为
"#-!!X

!在大三阳组中!前
I"

抗原阳性率为
8#-$8X

!在小三阳组中!

前
I"

抗原阳性率为
$!-!.X

$男性
%&()

*

阳性
"!Q

例!阳性率为
."-.8X

%女性
%&()

*

阳性
Q#

例!阳性率为

"!-$QX

!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Q-23

!

5

$

#-#"

#$结论
!

精神病患者
%&'

总感染率略高于普通人群!对这

类患者应采取监测隔离!治疗等措施!防止
%&'

的传播感染$

"关键词#

!

精神病%

!

乙型肝炎两对半%

!

乙型肝炎病毒前
I"

抗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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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8.+#.

!!

为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

%在精神病患者中的感染情

况#提供防治参考依据#以便采取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减少住

院精神病患者
%&'

传播感染#本研究对
".,3

例住院的精神

病患者进行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

%,乙型肝

炎病毒
?

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抗
+%&D

%$乙

肝两对半%和乙肝病毒前
I"

抗原
3

项指标进行检测#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3

月在本院住院的
".,3

例精神

病患者#其中男
382

例#女
2!"

例#年龄
"#

#

$8

岁+

$-/

!

检测方法
!

患者入院第
.

天清晨空腹静脉血
,01

分离

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1PI)

%检测
%&()

*

,抗
+%&(

,

%&?)

*

,抗
+%&?

,抗
+%&D

和乙型肝炎病毒前
I"

抗原
3

项

指标+

$-'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为上海迅达
Q""U

酶标仪#乙型

肝炎两对半试剂采用厦门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试剂盒+乙

肝前
I"

抗原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试剂

盒#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以
5

$

#-#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

阳性结果
!

".,3

例精神病患者
%&()

*

阳性率

为
"Q-!2X

$

..Q

"

".,3

%#其中男性
%&()

*

阳性率为
."-.8X

$

"!Q

"

382

%#女性阳性率为
"!-$QX

$

Q#

"

2!"

%#男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Q-23

#

5

$

#-#"

%+本次结果显示
3

项全阴性者

..!

例#占
"Q-".X

+单项抗
+%&(

阳性
!.!

例#占
,!-,X

+

/-/

!

各感染模式分析
!

乙型肝炎
%&()

*

$

\

%,

%&?)

*

$

\

%,

抗
+%&D

$

\

%$大三阳%

$3

例#占
3-"2X

#

%&()

*

$

\

%,抗
+%&?

$

\

%,抗
+%&D

$

\

%$小三阳%

".8

例#占
"#-!!X

#在大三阳组

中#前
I"

抗原阳性
38

例#阳性率为
8#-$8X

(在小三阳组中#

前
I"

抗原阳性
83

例#阳性率为
$!-!.X

+在
%&()

*

$

\

%,抗
+

%&D

$

\

%模式中#前
I"

抗原的阳性率为
$Q-.3X

$

"Q

"

.,

%#三者

间虽有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5

$

#-#2

%+其

他感染模式中均未检出前
I"

抗原+具体感染模式和前
I"

抗

原测定结果见表
"

+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8

卷第
".

期
!

15JK?6OAB/

!

R</?.#".

!

':A-8

!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