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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ＰＬＴ）又名血栓细胞，是血液有形成份中体积最小

的一种，但是生理功能却很多。ＰＬＴ计数对疾病的诊断、治疗

以及疗效观察均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工作中发现，婴儿、幼

儿ＰＬＴ计数结果普遍偏高。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国内关于婴

儿、幼儿分别建立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范围的报道。本文对１１１

例婴儿和５４例幼儿进行ＰＬＴ计数，分别建立参考值范围，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本院院住

院部无溶血性疾病的１１１例婴儿（其中男８３例，女２８例），门

诊５４例健康体检幼儿（其中男３０例，女２４例）。

１．２　仪器和试剂　日本希森美康公司生产的 Ｋ２１Ｎ血液分

析仪，ＥＤＴＡＫ２ 真空抗凝管由江苏康健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方法　采用ＥＤＴＡ２Ｋ真空抗凝管收集婴幼儿静脉血各

２ｍＬ，用血液分析仪进行ＰＬＴ计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正态性检

验采用Ｄ检验，参考值范围±１．９６狊得出。采用频数分布表，

观察两组血小板（ＰＬＴ）计数是否有差别，以及各组男女间

ＰＬＴ计数是否有差别。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经正态性Ｄ检验，两组数据均为正态分布（犘＞０．０５），从

分布范围、高峰位置、分布趋势等各项指标来看，婴、幼儿各组

ＰＬＴ计数的差别明显，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别不明显。

２．２　婴儿、幼儿ＰＬＴ计数结果比较见表１。

表１　婴儿、幼儿ＰＬＴ计数结果比较（狓±狊）

组别 狀 ＰＬＴ（×１０９／Ｌ）

婴儿组 １１１ ３４４±５３．９

幼儿组 ５４ ２５１±３８．３

　　注：两组比较（狋＝１３．４，犘＜０．０５）。

２．３　婴儿组参考值范围（２４０～４５０）×１０９／Ｌ；幼儿组参考值范

围：（１８０～３３０）×１０９／Ｌ。本次调查结果与有关文献所报道的

血小板（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范围比较，见表２。

表２　调查结果与文献所道的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范围比较

参考资料 ＰＬＴ参考值范围（×１０９／Ｌ）

本文（婴儿组） ２４０～４５０

本文（幼儿组） １８０～３３０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等［１３］ １００～３００

《实用临床检验》［４］ １５０～３００

《临床医学检验》［５］ １００～３５０

从表２可看到，调查结果均比文献报道的ＰＬＴ计数参考

范围高，尤其是婴儿组特别明显。

３　讨　　论

３．１　人体许多生理指标，均因年龄、性别不同而有差别。本次

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调查结果显示，婴儿组明显高于幼儿组，幼儿

组也高于（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９／Ｌ参考值范围。这足以证明ＰＬＴ

计数时参考值范围只用一个标准似为不妥。

３．２　在实际工作中，进行ＰＬＴ计数时，婴儿、幼儿ＰＬＴ计数

值总是偏高。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以（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９／Ｌ参

考值为标准所致。此次调查的两组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范围都高

于（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９／Ｌ参考值范围。假设有一婴儿，其测得的

结果，落在（３００～４５０）×１０９／Ｌ范围，或者是一幼儿其测得结

果，落在（３００～３３０）×１０９／Ｌ范围，这样的结果是属于正常还

是属于异常呢？若按原有标准则是异常的，若按本文之标准则

为正常。

３．３　婴儿组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范围明显高于（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９／Ｌ这个标准。其原因，可能与调查对象中有相当数量的新

生儿。因为新生儿的生存环境（从母体内到母体外）发生了质

的变化，严重脱水、血液浓缩，因而使血液中的白细胞、红细胞、

血红蛋白高于成年人的标准；ＰＬＴ数量明显高于上述原有标

准。是否还与其他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４　各实验室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各种检验项目的参考值

范围，一般都是使用试剂盒说明书中的标准，或者是用全国临

床检验操作规程中的标准，就是没有自己实验室的参考值范

围。因此，各地有必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科学的、

客观的、可行的ＰＬＴ参考值范围。

综上所述，ＰＬＴ数量随着人的年龄变化而有所不同。婴

儿组的 ＰＬＴ 参考值明显高于幼儿组，幼儿组也明显高于

（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９／Ｌ标准。以前的参考值范围，已不能完全适

应临床的需要。为给临床提供科学、可靠的实验信息，减少在

诊疗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疑虑，应尽快建立起婴儿、幼儿，特别

是婴儿的ＰＬＴ计数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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