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附件切除术
m

盆腔腹腔脓肿清除术+#术后恢复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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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

YSFE90F!0

发生率非常低#约为
+)+BZ

"

+)'&Z

,

&9'

-

(迄今为止#

YSFE90F!0

的发生机制仍

不完全明确(可以确定的原因之一是#乙二胺四乙酸

二钾$

YSFE9.

'

&作为抗凝剂#可出现免疫介导的冷抗

血小板自身抗体#可能与存在于血小板表面的某种隐

匿性抗原有关,

(

-

(

YSFE

通过增加血小板表面电荷

来防止血小板聚集#而血小板抗体可能减少了血小板

表面电荷而削弱了
YSFE

的功效,

*

-

(

YSFE90F!0

的血小板聚集相对松散#是一种不稳定的弱聚集,

C

-

(

在临床上#对于血小板
$

,+i&+

B

"

Q

且仪器报警

有血小板直方图分布异常或者血小板聚集者#在排出

采血因素后#应考虑到
YSFE90F!0

的可能性#如推

片复检发现有血小板聚集#即可初步确认为
YSFE9

0F!0

(目前#由于标本量大#报告时限等原因#三甲

医院普遍开展使用自动推片系统和自动阅片系统#但

也会出现一些制片和图像采集的问题(本例患者正

是因为自动阅片系统在采集图像时取景不全$只选取

体尾交接出单层分布的红细胞&#忽视了全片浏览#未

能及时发现血涂片边缘及尾部的成堆)成簇分布的血

小板#而导致了误诊(

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
YSFE90F!0

血小板计

数纠正方法(常用的纠正方法是采用枸橼酸钠抗凝

管或者肝素抗凝管作血小板计数#用计数值乘以
&)&

为最终结果#但有文献报道存在同时对
YSFE

和枸橼

酸钠依赖的血小板减少病例,

,9@

-

(

'+&*

年#常菁华

等,

A

-阐述了阿米卡星在
YSFE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

少中的作用(也有文献报道针对
YSFE

依赖性假性

血小板减少可在
+)CJ

内加入
,)CL

7

"

LQ

阿米卡星#

可以在不影响血细胞计数的情况下解聚血小板的聚

集#达到较准确的计数(实际工作中发现#对于
YS9

FE90F!0

患者#在
YSFE

管中
&J

以内加入
,)C

L

7

"

LQ

阿米卡星#

&+L:5

后上机检测#均可以有效地

解聚血小板的聚集#达到较准确的计数(但目前所试

验的样本量偏小#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此种

方法简单易行#可以建议在各个实验室普及(

在实际工作中#检验科应建立一套完善的针对假

性血小板减少的防范措施#不能过度的依赖于自动化

仪器(同时应加强质量控制与检验人员业务素质的

提高#注重与临床的沟通#避免假性结果的发出#造成

疾病的误诊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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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流动注射分析仪是一款

全自动多通道模块化分析仪(它使用标准方法#自动

完成化学成分分析(与传统比色法相比可加速反应

混合#减少试剂使用量#提高反应条件的稳定性#省去

繁琐的操作与计算(在饮用水分析中可进行挥发酚)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氰化物的同时测定(现以挥发酚

为例对分析原理)步骤)常见故障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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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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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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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流动注射分析的原理是运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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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比色法方法#测定挥发酚的化学反应单元基于
*9

氨

基安 替 吡 啉 直 接 分 光 光 度 法 $

_̂

"

FC@C+)*)B9

'++,

&

,

&

-

(样品用浓磷酸酸化至
P

b

$

*

#在酸性条件

下#样品通过
&C+k

在线蒸馏释放出酚#被蒸馏出的

酚类化合物#加入弱碱性$

P

b]&+

&铁氰化钾溶液#与

*9

氨基安替吡啉$

!

&&

b

&(

-

(

?

&反应生成橙黄色的安替

吡啉染料#于
C+C5L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连续流动注射仪通过蠕动泵压缩不同内径的弹

性泵管#将试剂)试样和气体按比例吸入管路系统中#

用空气气泡把样品试剂阻隔开来#使试样片段在连续

流动的系统中混合均匀)蒸馏)保温反应#显色后测吸

光度#通过数据转换器和软件实现自动连续测量和数

据处理(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荷兰
=.EQE>

公司

=%5mm

自动分析仪)

=E&&++

自动取样器)

=EC+++

化

学反应单元)

-A,

蠕动泵)低温恒温槽)仪器控制与数

据处理系统(试剂
E

!蒸馏试剂#

C+LQACZ

的磷酸

$

b

(

0?

*

&溶 于
*++ LQ

纯 水#然 后 加 入 纯 水 至

C++LQ

(试剂
^

!

*9

氨基安替吡啉溶液#将
&(+L

7

!

&&

b

&(

-

(

?

溶于
&A+LQ

纯水#加纯水至
'++LQ

后

再加入
&LQ

聚氧乙烯月桂醚$

K̂:

N

(C

&摇匀(试剂
!

!

铁氰化钾溶液#取
+)*

7

铁氰化钾)

+),

7

硼酸和
&)+

7

氯化钾溶于
&A+LQ

纯水#用
&LGI

"

Q

的氢氧化钾调

P

b

至
&+)(

后加纯水至
'++LQ

(

$)'

!

方法
!

打开连续流动注射分析仪电源#放下空

气拉环#打开蠕动泵#开水浴
&Ck

(将挥发酚的试剂

管放入纯水中走水
'+L:5

#打开加热器#开氮气#减压

阀调至
+)&L0%

#流量$

@+

"

A+

单位&(等加热器温度

达到设定值#将试剂管放入相应的试剂瓶中#选择分

析项目#观察基线(等基线稳定后#开始分析(

$)1

!

标准溶液配制
!

取
&)+L

7

"

LQ

挥发酚标准溶

液#分步稀释至
&)+L

7

"

Q

#用
+)&Z

硫酸铜溶液稀释

定容#配制成标准系列#浓度分别为
+)++

)

+)+'

)

+)+*

)

+)+A

)

+)&+L

7

"

Q

(

$)2

!

精密度试验
!

对
+)+'+

)

+)+B+L

7

"

Q

标准品分

别平行测定
A

次#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S

值&

分别为
*)''Z

)

')+,Z

(见表
&

(

表
&

!!

标样测定结果#

L

7

$

Q

%

测定次数 标样
&

标样
'

& +)+'+ +)+B(

' +)+'& +)+B&

( +)+'& +)+B+

* +)+'+ +)+AB

C +)+'' +)+A@

, +)+'+ +)+AB

@ +)+&B +)+B+

A +)+'& +)+AA

平均值
+)+'& +)+B+

$))

!

准确度试验
!

在自来水样品中分别加标
+)+'+

)

+)+,+L

7

"

Q

挥发酚标准#平行测定
(

次#加标回收率

为
BC)+Z

"

&&+)+Z

(见表
'

(

表
'

!!

样品加标回收率

样品编号
原浓度

$

L

7

"

Q

&

加标浓度

$

L

7

"

Q

&

测定结果

$

L

7

"

Q

&

加标回收率

$

Z

&

& +)++C +)+'+ +)+'@ &&+)+

+)+'+ +)+'* BC)+

+)+'+ +)+', &+C)+

' +)++( +)+,+ +)+,& B,)@

+)+,+ +)+,C &+()(

+)+,+ +)+,+ BC)+

/

!

结
!!

果

!!

按照厂家提供的方法条件测定饮用水中挥发酚#

仪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工作曲线相关系数可达

+)BBB

以上#加标回收率在
B+Z

"

&&+Z

内(

'

!

讨
!!

论

!!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仪器在测定中会出现精密

度)准确度下降的情况#其形成原因较为复杂#经查找

资料)实验验证)分析)归纳总结如下(

')$

!

基线异常
!

日常分析必须在基线走平之后才能

进行#基线异常是最常见故障(基线出现锯齿状毛刺

时#形成原因可能是气泡不均匀#应检查空气管及模

板上的连接口是否有松动或弹性下降#进行重接或更

换,

'9*

-

(基线出现短促的跳动时则可能是因为试剂未

脱气或电压不稳#应将配制试剂用水先脱气(当基线

出现不规则蔓延性波动时#除了观察气泡均匀性还应

当检查试剂是否为新鲜配制)比色杯是否被污染)泵

管接口是否有阻塞现象(试剂有杂质时应先过滤#比

色杯难以清洗时#应用注射器从脱泡管里打入重铬酸

钾放置浸泡#不宜放入超声波仪里清洗#以免损

坏,

C9,

-

(基线连续飘高或飘低时#还应检查试剂温度#

冰箱取出的试剂应平衡至室温后使用(当基线比平

时低很多时#应检查试剂或取样器冲洗液是否被污

染#更换新配制的试剂(

')/

!

峰形异常
!

当同一位置峰高不一致#可能原因

是进样空气泡太小#可延长进样空气时间%也可能是

泵管弹性下降#需检查更换泵管(当同一位置出现有

规律的肩峰#可能原因是冲洗阀漏气#应检查冲洗阀

接口(当峰形不同位置出现不同形状时#应检查进样

管和样品基质#进样管有部分堵塞应将其更换%样品

有混浊时应先过滤#应调节样品酸碱度与取样器冲洗

液酸碱度一致(如配制标准时加入硫酸铜#每升样中

也加入
&

7

硫酸铜(取样管太长或受污染#气泡流动

过程中会分裂#会引起出现峰粘连或拖尾#应清洗或

更换,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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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准曲线异常
!

标准曲线应经过或接近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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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曲线截距$空白值&较大时#原因可能是配制标准的

水受到被测成分的污染#应更换新的稀释液%也可能

是标准系列与冲洗液之间酸碱性不融洽#应调节标准

系列与冲洗液样品
P

b

值和基质浓度尽量一致(标

准曲线出现偏低离群点时应检查标准管加样量是否

充足,

B

-

(

综上所述#连续流动注射分析仪使用中的维护保

养非常重要#要定期清洗)加润滑脂)检查泵管#并设

置)完善维护记录本#出现故障和更换配件的情况都

应当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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