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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试管对脑脊液常规检测结果影响的对比分析"

张婉君!许金玲!杨夏婉!宋娟娟!裴艳茹!霍
!

磊!白炎亮!张文荟!牛俊伟!孙
!

恺#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液内科!河南郑州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不同试管对脑脊液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取该院血液内科
!"

例血液病患者脑

脊液标本!分为
%

#

&

#

'(

次试验$每次
$"

例%!将其分别贮存于两种真空采血管$普通管
)

红帽#

*+,%)-

.

抗凝

管
)

紫帽%及一次性透明塑料管$以下分别简称为红头管#紫头管及透明管%中!行潘氏试验及白细胞计数测定!同

时结合脑脊液生化检测#脑脊液细胞涂片结果及患者临床症状!比较透明管与其他两种真空采血试管间在脑脊

液常规检测结果方面的差异"结果
!

红头管与透明管盛装标本在白细胞计数及潘氏试验阳性率方面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紫头管与透明管盛装标本在白细胞计数及潘氏试验阳性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临床实验室有必要对所采用的真空采血管进行某些指标的比对试验!判断其

是否适合临床检验工作质量要求"脑脊液常规检测可以采用紫头管或腰椎穿刺包中自带的透明管!避免使用

红头管"

关键词"脑脊液&

!

分析前质量控制&

!

不同试管&

!

中枢神经系统&

!

白血病

中图法分类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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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文献标志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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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常规检测作为脑脊液液体活检的项目之

一'

$)(

(

#包括一般性状检测)蛋白定性)细胞计数及细

胞分类等#因其操作简单)费用低廉#在临床上得到广

泛应用#但目前许多医疗单位仍在使用非一次性灭菌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X$!3$"X2

#

X$.3(."2

%&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省部共建项目$

.#$.#$##"

%&河南省科技厅基础与前沿

基金项目$

$!.(##!$##3X

%+

!!

作者简介!张婉君#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血液病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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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穿刺包行腰椎穿刺术#这类穿刺包内不含试管#

所以临床工作中经常使用不同种类采血试管盛装脑

脊液以方便检测+既往对不同试管引起血标本中某

些检测指标异常的报道屡见不鲜'

!)"

(

#但迄今为止#因

不同试管造成脑脊液检测结果出现偏倚的报道国内

外尚少见+为分析不同试管对脑脊液常规检测项目

结果的影响#本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例血液内科住院患者

的脑脊液标本#分别制成红头管)紫头管及透明管脑

脊液标本+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3

岁&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SS

%患者
$!

例#

急性髓系白血病$

%TS

%患者
.1

例#淋巴瘤患者
"

例#

其诊断均符合血液病相关诊断标准'

$

(

+

!"

例患者中

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WYS

%

$

例#诊断按照

$23X

年全国白血病防治会议制定的有关标准'

$

(

!$

$

%

有
'WYS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

%脑脊液检测显示压

力增高
%

#/#.-G8

或
1#

滴"分&白细胞计数
%

#/#$Z

$#

2

"

S

#涂片见到白血病细胞#蛋白
%

#/!"

F

"

S

#或潘

氏试验阳性+具备上述一项条件且排除其他原因造

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脑脊液的相似改变即可确诊+

$//

!

检测项目
!

白细胞计数)潘氏试验)蛋白质定量

及细胞学涂片+

$/'

!

试验试管
!

红头管$普通管#湖南浏阳三力医用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湘食药监械生产

许
.#$"##!2

号#注册证编号!湘械注准
.#$".!$##!"

#产

品技术要求编号!湘械注准
.#$".!$##!"

%&紫头管$

*+)

,%)-

.

抗凝管#湖南浏阳三力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编号!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

号#注

册证编号!湘械注准
.#$".!$##!"

#产品技术要求编

号!湘械注准
.#$".!$##!"

%&透明塑料管$一次性使用

麻醉穿刺包中自带#型号!

%Y)Y

#河南宇安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豫食药监械生产许

.#$3##.(

号#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
.#$1(11.!$3

#产

品技术要求编号!国械注准
.#$1(11.!$3

%&一次性玻

璃试管$江苏泰州科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

!

仪器与试剂
!

"[

苯酚溶液$天津市科密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PY\2##$

认证%&瑞姬染色液
&%)!#$3

$生产备案凭证编号!粤珠食药监械生产备
.#$1###.

号#医疗器械备案凭证编号!粤珠械备
.#$3##2(

号#

产品技术要求编号!粤珠械备
.#$3##2(

号 %&

]W)$#

$

&!

%全自动模块式血液)体液分析仪购自日本希森美

康公司&

%+VP%).!##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购自德国西

门子公司&

YP̂ T%()$"

细胞离心甩片机购自上海珂

淮仪器有限公司&

\D

N

6

7

B>)']..

显微镜及倒置显微

镜购自上海通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

方法
!

为了减少个体差异#更真实观察检测结

果#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液内科自
.#$X

年
!

月开始

采用红头管)紫头管及一次性透明塑料管对患者脑脊

液常规检测进行对照试验#观察试验
%

$红头管与透

明管对比%)试验
&

$紫头管与透明管对比%)试验
'

$红

头管)紫头管及透明管对比%脑脊液常规分析中各项

指标间的差异#其检测结果由本院病房检验室审核后

提供+试验
%

)

&

)

'

各
$"

例患者脑脊液标本#在同一

时间$距标本采集时间
$

$<

%行脑脊液检测#比较不同

试管盛装的同一患者脑脊液在白细胞计数)潘氏试验上

是否有差异&部分患者多次送检#

!"

例中有
.

例检测
!

次#

.

例检测
(

次#

(

例检测
.

次#其余均检测
$

次+

$/2/$

!

潘氏试验
!

用一次性滴管吸取等量石炭酸

$

"[

苯酚%溶液分别置于相同的玻璃管中#分别抽取

某试验组不同试管内的脑脊液#加入对应的玻璃试管

内#在黑色背景下观察其是否有白色沉淀从而判定潘

氏试验结果#有白色沉淀为阳性#无白色沉淀为阴性+

$/2//

!

脑脊液细胞学检测方法
!

取适量$一般为

#/$

"

#/"6S

%标本置于甩片机中制成涂片#吹干后#

经瑞姬染色法染色#之后将染色玻片移至
$##

倍显微

镜下#根据细胞形态进行阅片分类+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百分位数%'

J

$

!

."

#

!

3"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试验
%

!

红头管潘氏试验阳性率为
$##/##[

#

而透明管为
1/13[

#红头管中白细胞计数$

J _

#/#1$Z$#

2

"

S

%较透明管$

J_#/##$Z$#

2

"

S

%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合患者脑脊液生化结

果$透明管盛装%#发现脑脊液蛋白定量结果高于正常

参考范围上限$

#/$"

"

#/!"

F

"

S

%的有
$

例#

$"

例患者脑

脊液细胞学涂片均未找到白血病细胞#临床表现中仅有

$

例患者出现头痛#头颅
',

未见明显异常+见表
$

+

表
$

!!

试验
%

脑脊液检测结果#

)_$"

$

试管类型 潘氏试验阳性率$

[

% 白细胞计数'

J

$

!

."

#

!

3"

%#

Z$#

2

"

S

( 蛋白质定量
%

#/!"

F

"

S

$

)

% 涂片见白血病细胞$

)

%

红头管
$##/## #/#1$

$

#/#.!

#

#/#33

%

` #

透明管
1/13 #/##$

$

#/##$

#

#/##.

%

$ #

!

.

"

"

(!/$#3 (̀/!#X ` `

! #/### #/##$ ` `

!!

注!

`

为无数据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表
.

!!

试验组
&

脑脊液检测结果#

)_$"

$

试管类型 潘氏试验阳性率$

[

% 白细胞计数'

J

$

!

."

#

!

3"

%#

Z$#

2

"

S

( 蛋白质定量
%

#/!"

F

"

S

$

)

% 涂片见白血病细胞$

)

%

紫头管
1/13 #/##.

$

#/##$

#

#/##.

%

` #

透明管
1/13 #/##.

$

#/##$

#

#/##.

%

$ #

!

.

"

" #/### #̀/"(" ` `

! $/### #/"2( ` `

!!

注!

`

为无数据

表
(

!!

试验
'

脑脊液检测结果#

)_$"

$

试管类型 潘氏试验阳性率$

[

% 白细胞计数'

J

$

!

."

#

!

3"

%#

Z$#

2

"

S

( 蛋白质定量
%

#/!"

F

"

S

$

)

% 涂片见白血病细胞$

)

%

紫头管
1/13 #/##$

$

#/##$

#

#/##$

%

` #

透明管
1/13 #/##$

$

#/##$

#

#/##.

%

$ #

红头管
$##/## #/#(!

$

#/#.$

#

#/#""

%

` `

!

.

"

"

(3/#"2 ../!.X

! #/### #/### ` `

!!

注!

`

为无数据

///

!

试验
&

!

紫头管与透明管潘氏试验阳性者均为

$

例#阳性率为
1/13[

#两管中白细胞计数均在正常

范围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合患者

脑脊液生化结果$透明管盛装%#发现脑脊液蛋白质定

量
%

#/!"

F

"

S

的有
$

例#

$"

例脑脊液细胞学涂片均

未见到白血病细胞#

$"

例患者均无明显中枢神经系统

受累表现+见表
.

+

表
!

!!

试验
'

两两比较

因变量 试管8 试管C

" !

白细胞计数 红头管 透明管
(̀/!#X #/##$

紫头管
(̀/!#X #/##$

透明管 红头管
(̀/!#X #/##$

紫头管
#̀/"!# #/"X2

紫头管 红头管
(̀/!#X #/##$

透明管
#̀/"!# #/"X2

潘氏试验 红头管 透明管
(̀/3!. #/###

紫头管
(̀/3!. #/###

透明管 红头管
(̀/3!. #/###

紫头管
#/### $/###

紫头管 红头管
(̀/3!. #/###

透明管
#/### $/###

!!

注!

8

与
C

比较#

8

为固定管#

C

为比较管

//'

!

试验
'

!

从试验
%

)

&

脑脊液常规检测自身对照

试验中发现红头管与透明管相比易造成白细胞计数

和潘氏试验阳性率增高#而紫头管则与透明管结果相

差不大+为避免组间差异又随机选取了
$"

例血液病

患者脑脊液标本纳入试验
'

#一针多管将脑脊液制成

红头管)紫头管及透明管脑脊液标本#行潘氏试验和

仪器检测#并比较各管之间的差异#结果见表
(

+红头

管
$"

例患者脑脊液标本潘氏试验均为阳性#而紫头

管与透明管潘氏试验阳性者各为
$

例#

(

管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两比较#结果显示红头

管与透明管)紫头管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紫头管与透明管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同样的#在白细胞计数结果上
(

管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两比较#红头管与紫

头管)透明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紫头管与透明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试验
'

中两两比较结果#见表
!

+

$"

例患者脑脊液标

本中#蛋白质定量
%

#/!"

F

"

S

者
$

例$透明管盛装%#

脑脊液涂片均未见白血病细胞#见表
(

+试验
'

取得

结果与试验
%

和
&

相一致#证实了红头管在脑脊液常

规检测中易造成白细胞计数及潘氏试验阳性率增高#

见图
$

+在盛装了生理盐水的普通管$红头管%与
*+)

,%)-

.

抗凝管$紫头管%中#分别加入等量的苯酚溶

液#红头管中出现白色絮状沉淀$潘氏试验阳性%#而

紫头管未见明显变化$潘氏试验阴性%+为了进一步

证实该观点#又随机选取试验
'

中某一患者脑脊液标

本$红头管)紫头管及透明管
(

管各
$#

#

S

%#放于倒置

显微镜下行手工计数#发现紫头管和透明管盛装的脑

脊液中细胞数目较少#与仪器检测所得结果几乎一

致#且视野清&而红头管盛装的脑脊液中#杂质多#多

为细小颗粒和絮状物#与正常细胞大小相差不大#混

淆不清#见图
.

+

!!

注!表示温和的异常值#

"表示极端的异常值

图
$

!!

(

种试管检测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分布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图
.

!!

同一患者脑脊液
(

管盛装后镜检结果示意图

'

!

讨
!!

论

!!

真空采血管是一种真空负压的采血管#在临床工

作中不仅用于血液的收集#同时也多用于体液$腹水)

脑脊液等%收集#它有
2

个种类#根据管帽颜色不同来

进行区分'

1)3

(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红头管即普通管#

不含添加剂#多用于常规血清学指标检测+紫头管即

血常规管#内含有
*+,%)-

.

抗凝剂#即一种氨基多羧

基酸#可以有效地螯合血液标本中钙离子#螯合钙或

将钙反应位点移去将阻滞和终止内源性或外源性凝

血过程#从而防止血液标本凝固#红头管多适用于血

细胞分析)镜检)血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试验'

1

(

+理论

上讲#本研究中使用的红头管和透明管内壁均干燥无

菌#且不含任何添加剂#在脑脊液常规检测项目上#不

同试管盛装标本的检测结果理应一致#然而#临床工

作中发现红头管测得的潘氏试验阳性率及白细胞计

数结果与透明管及紫头管差异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推测造成上述误差的原因可能与试管

本身的清洁度有关#因为目前国内医疗机构用来检测

血细胞的分析仪#其原理是以液体中细胞颗粒直径大

小和形态区别血细胞种类及数目'

3)X

(

#而真空采血管

中污染微粒的直径一般在
$

"

."

#

64D

"

S

#与正常血细

胞直径十分接近#在进行分析时会被机器误计为红细

胞)白细胞或血小板等#最终使所测结果偏离正常

值'

3)2

(

+为证明该猜测#取
.6S#/2[

无菌生理盐水

置于红头管与紫头管中#上下振荡后检测#结果显示

紫头管中白细胞计数为
#

#而红头管中白细胞计数为

1!Z$#

1

"

S

+仪器检测后用无菌滴管吸取等量的苯酚

溶液#分别加入上述两管生理盐水中#在黑色背景下

观察发现红头管中有白色沉淀生成#说明红头管因自

身的材质)管帽及内壁的处理等问题就可以造成潘氏

试验假阳性及白细胞计数增多#而与脑脊液中蛋白质

定量的多少无关'

3

(

+选取试验
'

中
$

例患者脑脊液

标本进行镜检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与试验
%

)

&

)

'

证

实红头管易造成潘氏试验假阳性及白细胞计数增多

的研究结果一致#更加肯定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该研究比较了不同试管对脑脊液白细

胞计数及潘氏试验结果的影响#并探讨存在差异的可

能原因#结果提示在
'WYS

的诊断中#除了常见因素

可造成检测结果发生偏倚外#还应特别重视试管因

素+发现白细胞计数增多及潘氏试验结果阳性时#不

能轻易诊断为
'WYS

#需结合脑脊液生化)细胞学等检

测#以及患者是否有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的临床表

现'

$#)$$

(

#做好脑脊液检测的质量控制#提高脑脊液检

测的准确性#从而避免误诊及过度治疗'

2

(

+同时#在

选用真空采血管时#需要从安全)质量)检测指标$尤

其涉及细胞计数时%等方面去选择#扬长避短#充分利

用不同分类采血管的优点#避开其缺点#使选用的试

管对临床检测结果的影响最小化#最大程度提高实验

结果的可靠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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