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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引起全血细胞分析中血红蛋白假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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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先进的血细胞分析仪开始#使检验科的工作模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县级医院基本已普及血细胞分析仪#

使检验科常规检测的压力大为减轻#但在日常工作中作者发现

血液细胞计数仪在某些项目的检测上#有它的局限性#比如高

脂血症,高乳糜微粒的标本#这就需要检验工作者有很高的责

任心#认真对待每一份标本#特别是结果异常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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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因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入住本院#血常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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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血常规结果!

([S

数量和

+ST

均正常#而
ZM

测定不一致性增高#

+SZ

和
+SZS

均明

显高于正常+同一份标本$静脉血&重复测定数次都存在上述

现象#为排除样品存在球形红细胞或红细胞聚集#对样本进行

涂片#作瑞氏染色#结果显示!

([S

大小正常#着色均匀#并未

发现球形红细胞及红细胞聚集现象#推测可能因血浆素导致

ZM

结果异常+样本经离心后发现#血浆层呈现乳白色#呈重

度脂血#说明
ZM

测定受高脂血的干扰+吸出样本管中的血

浆#另加等量血细胞稀释液于样本管中充分混匀后再进行测

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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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红细胞数与血红蛋白量呈大致

平行关系#所以最后检测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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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采用校正后测定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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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假性增高的病理因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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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红素血症和高脂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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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高脂血标本对全血细胞分析中
ZM

含量检测影响很大#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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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稀

释液或生理盐水替代血浆测定脂血患者的
ZM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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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脂

血标本
ZM

浓度减去其自生血浆测得空白浊度#即真实
ZM

浓

度#脂血标本测定的
ZM

,

+SZ

,

+SZS

#均明显高于稀释液或

生理盐水替代血浆所测定的
ZM

浓度#如果不能被及时发现#

报出的
ZM

假性增高#为临床治疗带来隐患#应引起检验工作

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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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血细胞分析仪都是通过光电比色法来测定
ZM

浓度

的#高乳糜微粒血必然会造成
ZM

比色测定的干扰#只要引起

血浆混浊的就会对
ZM

的检测引起假性增高+日常工作中#遇

见
ZM

检测结果异常增高#可考虑有无影响
ZM

测定的异常干

扰因素#认真找出原因#并进行校正#以便为临床提供更加准确

的检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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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与鲍氏志贺菌诊断血清发生凝集聚团泛菌的

鉴定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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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团泛菌$又称聚团肠杆菌,成团泛菌,多源肠杆菌等&属

肠杆菌科#呈直杆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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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生鞭

毛运动#产生黄色素#分离自植物表面,种子,土#是人的条件致

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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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团泛菌的研究报道中认为主要通过血液传播导

致人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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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鲍氏志贺菌往往与其他肠杆菌科细菌

如大肠埃希菌与阴沟肠杆菌抗原有交叉凝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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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

泛菌属之间有交叉凝集的报道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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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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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者对

本年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的抽样进行食源性致病菌检测

时#在
!

份本地产卤肉中发现
!

株革兰染色阴性杆菌#其与志

贺菌多价,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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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价诊断血清发生凝集#但是经过生化

反应检验最终确定为聚团泛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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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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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菌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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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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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三糖铁琼

脂,营养琼脂均购自北京陆桥技术有限公司#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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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反应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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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动细菌生化鉴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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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反应试纸条#购自法国梅里埃公司#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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