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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推片检测对乙二胺四乙酸二钾盐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

症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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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盐"

1R94(f

.

#诱导血小板聚集的原因并加以纠正!为临床提供准确的

实验室数据$方法
!

采用迈瑞
Q,(/!##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

年
$

月至
.#$8

年
$#

月该院门诊患者标本中

的血小板计数低于
$##h$#

7

'

-

的标本进行人工推片染色镜检!发现存在血小板聚集现象的标本
""

例$结果
!

""

例
1R94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

%9,%

#患者改用枸橼酸钠抗凝!综合血涂片检查!血小板假性减少全部得到纠正$

结论
!

1R94(%9,%

的标本仅凭仪器检测无法与真正血小板减少的标本进行区分!必须进行人工推片镜检!并用枸

橼酸钠抗凝重新检测加以纠正$

"关键词#

!

血小板聚集&

!

1R94(f

.

抗凝&

!

枸橼酸钠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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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血细胞分析检测已经全面使用各种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国际血液学标准委员会$

M,+P

%于
$77"

年提出把乙二胺

四乙酸二钾盐$

1R94(f

.

%作为血细胞分析的最佳抗凝剂#因

其对血细胞形态影响很小#被临床广泛使用+但
1R94(f

.

有

时也会导致血小板聚集#使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时出

现的结果假性减低#称为
1R94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

1R94(

%9,%

%

)

$

*

+本组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发现存在少数的
1R94(

%9,%

标本#在人工推片染色镜检时可以发现有明显的血小板

聚集现象#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8

年
$#

月该院门诊患者全

血细胞标本共
.7!5"8

例#对其中血小板计数低于
$##h$#

7

"

-

的标本进行人工推片染色镜检#发现存在血小板聚集现象的标

本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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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

$

%迈瑞公司生产的
Q,(/!##

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原厂配套试剂及质控品+$

.

%

1R94(f

.

$

$2/I

H

抗

凝全血
$I-

%和枸橼酸钠抗凝管$

$i7

抗凝%$浙江拱东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

.

*

+$

"

%瑞氏
(

姬姆萨染色液$珠海贝索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8

%

4[A'+E'

<

;4$

显微镜$蔡司公司%+

$2'

!

方法
!

$

$

%迈瑞
Q,(/!##

使用原厂配套试剂及质控品#按

说明书提供的标准操作程序检测质控品#结果均在允许范围

内+$

.

%全血细胞标本检测使用
1R94(f

.

抗凝的血标本#抽

取
.I-

全血#充分与抗凝剂混匀#将
1R94(f

.

抗凝的血标本

按标准操作流程上机检测+$

"

%对血小板计数低于
$##h$#

7

"

-

的标本进行人工推片#血膜应呈舌状#头,体,尾清晰可分)

"

*

+

瑞氏
(

姬姆萨染色后用油镜$

h$###

倍%观察血小板分布情况#

如发现存在血小板聚集现象则再次抽取患者血液#

1R94(f

.

和枸橼酸钠抗凝血各
$

管#分别上机检测并推片+

$2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应用$

MaA

%表示#

1R94(f

.

抗凝和枸橼酸钠抗凝结果采

用
6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枸橼酸钠与血液抗凝比为
$i7

#将枸橼酸钠抗凝管的血

小板结果乘以
$2$

为准确结果)

"

*

+

1R94(f

.

抗凝和枸橼酸钠

抗凝结果进行比较#分别为
/6$725!h$#

7

"

-

和
$6!5!2"/h

$#

7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2/

!

同一患者使用
.

种抗凝剂的血液样本#分别推片染色镜

检+

1R94(f

.

抗凝血推片可见血小板聚集现象(枸橼酸钠抗

凝血推片的血小板无明显聚集现象+见图
$

,

.

+

图
$

!

1R94(f

.

抗凝血推片

图
.

!

枸橼酸钠抗凝血推片

'

!

讨
!!

论

1R94(f

.

作为血细胞分析的最佳抗凝剂#其抗凝机制是

与血液中凝血因子
$

$钙离子%结合成螯合物#从而使其失去凝

血作用#阻止血液凝固+因其对血细胞形态影响较小#被临床

广泛使用+但
1R94(f

.

有时也会导致血小板聚集#造成自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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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时出现假性减低的结果#称为
1R(

94(%9,%

#但患者临床上并无血小板减低的症状+虽然其发

生率很低#国外有研究报道为
#2#6O

&

$O

#本组结果显示为

#2#$$O

#但却极易致使临床出现误诊,误治)

8

*

+因此建立必要

的人工推片镜检制度#对发现
1R94(%9,%

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Q,(/!##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的原理是采用电阻抗

法#根据血细胞相对非导电性质悬浮在电解质溶液中的细胞颗

粒#通过计数小孔时可引起电阻的变化为基础#对血细胞进行

计数和体积测定+血小板数量由血小板直方图推导#在红细

胞"血小板计数池中计数
.

&

.#?-

的颗粒#再用电子拟合曲线

拟合出
#

&

6#?-

范围的所有血小板数量+因此如果出现
1R(

94(%9,%

#聚集的血小板体积便会超出仪器计数范围#从而使

仪器不将其计数为血小板#引起报告结果的假性减低+因此

1R94(%9,%

标本会在血小板直方图上出现翘尾等异常情况#

但是最后的确定只有通过人工推片镜检#才能发现血小板聚集

现象+

有学者认为
1R94(%9,%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与血小板表

面存在某种隐匿性抗原有关#

1R94(f

.

可导致血小板活化#从

而改变血小板膜表面某种隐匿性抗原结构#与存在血浆的自身

抗体结合#激活磷脂酶
4.

$

%-4.

%,磷脂酶
,

$

%-,

%,花生四烯

酸$

44

%,

4R%

,

/(9P

等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活化血小

板纤维蛋白原受体#促进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原聚集成团#从而

出现血小板聚集现象)

/

*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与具体

疾病建立联系#可见于健康者#也可伴发某些疾病$如癌症,自

身免疫性疾病等%

)

5

*

+而临床如果收到血小板减低的报告#极

其可能会导致误诊,误治+本组
$

例患者$女#

"5

岁%在其他医

院诊断为血小板减低#但本组结果显示无任何血小板减低的表

征$如皮下出血点增多等%#凝血功能也正常#并不需要进行相

关治疗+使用枸橼酸钠作为抗凝剂则不会引起血小板聚集#故

在人工推片镜检后如发现血小板聚集现象#应采用枸橼酸钠抗

凝$但需严格控制抽血量#保证
$i7

的比例%检测血小板后#按

照结果乘以
$2$

校正可以反映患者的真实血小板计数结

果)

6(!

*

+

虽然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已经承担了全血细胞分析标本的

检测工作#但是对于血小板异常减低的情况还是不能完全依赖

仪器)

7

*

+

1R94(%9,%

的发现就来自人工推片镜检#这是任何

仪器无法取代的#虽然其临床发生率极低#但是一旦漏检就可

能造成临床误诊,误治#给患者带来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经济损

失#也容易导致医疗纠纷+所以建立全血细胞分析标本的人工

推片复检规则是每个实验室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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