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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C*

份相关参数不全的血小板结果和直方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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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血小板相关参数不全的血小板直方图变化!判断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追寻原因!探求解决方法$方法
!

对
C*

份
g"#9+--F

检测无血小板相关参数结果的标本进行显微镜计数!将两种方法的血小板计数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并针对不

同原因纠正$结果
!

根据血小板直方图的变化及原因可将
C*

份标本分为
,

组!每组标本的血小板计数结果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I

'

-B---)

#$抽血不当组和
7]":#b

*

依赖组的标本经不同方法纠正后!其血小板计数及相关参数(直方图恢复

正常$结论
!

引起血小板相关参数不全及直方图异常的原因有采血不当(

7]":#b

*

依赖(大血小板和小红细胞!其导致血小板计

数结果偏低或偏高!应根据不同的原因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纠正$

关键词"血小板计数%

!

血小板参数%

!

血小板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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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血小板包括血小板计数,血小板比容

$

(3"

%,血小板平均体积$

;(X

%,血小板分布宽度$

(]_

%,大

血小板比率$

(#<3/

%和血小板直方图'分析血小板直方图,

;(X

,

;3X

等相关参数#可以初步判断血小板结果的准确性#

而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仅有
(<"

和血小板直方图#其他
,

项参

数无结果的标本*

9

+

'作者对这些标本进行研究分析#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D

!

材料与方法

DBD

!

标本来源
!

本院
*-9-

年
+

月门诊体检及住院患者标本

C*

份'

DBE

!

仪器及试剂
!

日本东亚公司
=

K

6@2Qg"#9+--F

五分类红

细胞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以及该公司提供的高,中,低
.

种

配套
2#0120̀

质控品'

TJ

K

@

$

L6

双目光学显微镜'瑞吉染液和

草酸铵稀释液按叶应妩等*

*

+主编的(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版要求配制'

DBF

!

方法
!

所有患者用
7]":#b

*

抗凝管真空采血
*@<

#采

血后
*1

内通过
g"#9+--F

自动进样方式进行检测#挑选出血

小板相关参数无结果的标本共
C*

份#每份标本制备血涂片
*

张'瑞吉染色后由具有工作经验的检验人员进行显微镜检查#

观察血小板数量,形态,大小,聚集情况及红细胞大小'同时#

通知患者来本室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复查!采末梢血
*-

$

<

#于

草酸铵稀释液
-B.+@<

内进行人工显微镜计数#制备血膜瑞

吉染色后行显微镜观察&分别用
7]":#b

*

和枸橼酸钠抗凝管

真空采血各
*@<

#经
=

K

6@2Qg"#9+--F

检测'

DBG

!

统计学处理
!

配对资料采用
<

检验'

E

!

结
!!

果

根据引起血小板相关参数无结果的原因及血小板直方图

变化特点#见图
9

'将
C*

份标本分为小红细胞组,大血小板

组,抽血不当组与
7]":#b

*

依赖组#纠正前与纠正后血小板

计数结果比较#见表
9

'

图
9

!!

血小板直方图变化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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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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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份标本纠正前与纠正后血小板计数结果比较

组别
# g"#9+--F

纠正后
<

小红细胞组
*C 98. 99D 8B8*

大血小板组
*+ ,8 8* 9.B))

抽血不当组
9* ,8 *-* *9BC9

7]":#b

*

依赖组
) )8 *,- 8B--

!!

I

'

-B---)

'

F

!

讨
!!

论

正常血小板直方图是以血小板体积为横坐标#相对数量为

纵坐标的
9

个呈左偏态分布单个峰的光滑曲线#通常
*

!

.-

N<

#主要集中在
*

!

*)N<

#一般在
*)

!

.-N<

处接近横坐标$图

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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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鞘流电阻抗原理计数血小板#测量血小

板平均体积#然后通过计算得出
(3"

,

(]_

和
(#<3/

结果并

得出直方图'闭雄杰*

,

+曾报道#电阻抗原理检测血小板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血小板直方图异常时必须用光学染色法进行核对

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由于多种因素均可导致血小板直方图

异常#故分析血小板直方图是血小板检测分析后质控的重要步

骤#作者的统计结果亦显示此时的血小板计数结果存在偏

差*

)

+

'经观察#相关参数无结果的血小板直方图种类及引起该

种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FBD

!

直方图曲线光滑#峰高位置均正常#右侧尾部接近横坐标

但未与横坐标重合#而是与横坐标平行延伸后抬高#欲形成另

外
9

个与峰#抬高起始位置大于
*)N<

$图
9'

!

]

%'观察此类

红细胞分析结果#发现其红细胞直方图峰高左移起始部位抬

高#峰明显左移#

;3X

'

C)N<

$图
97

%'由于
g"#9+--F

检测红

细胞和血小板在同一通道内进行#从而将小红细胞或红细胞碎

片计数为血小板*

8#C

+

'且血小板直方图尾部抬得越高#红细胞

直方图位置越偏左#小红细胞对血小板计数的结果影响越大'

FBE

!

直方图峰高右移#曲线尾部在离横坐标较远处与横坐标

平行后翘起'涂片检查发现血小板体积大的血小板数量增加#

有的血小板体积甚至和红细胞大小类似$图
97

!

c

%'分析仪

可漏掉此类大血小板#导致血小板计数假性降低*

+#D

+

'

以上两者的直方图尾部均可延长抬高#但前者曲线光滑#

峰顶依然尖而窄#尾部延伸处虽未与横坐标重合$图
9U

!

b

%#

但非常接近&后者曲线呈轻微锯齿状#峰顶宽而平#尾部在离横

坐标较远处延伸后抬高'

FBF

!

直方图峰高位置正常#但峰高明显降低或无明显峰高且

曲线不光滑呈锯齿样甚至有多个峰#曲线后部与横坐标接近但

未与横坐标重合'涂片检查散在血小板数量减少#但聚集成堆

分布增多'造成此类标本血小板假性降低的原因主要是抽血

不当和
7]":#b

*

依赖性假性降低'前者可通过重新采血进

行纠正#而
7]":#b

*

引起血小板假性降低的机制虽然比较复

杂#但也可将抗凝剂更换为枸橼酸钠或
7]":#b

*

#!:R

进行

纠正*

9-

+

'纠正后#此类标本的血小板数量,血小板相关参数及

直方图均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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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环丙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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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与

国外报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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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示#根据经验用药治疗临床上细

菌引起的医院感染并不可靠#许多临床常用抗菌剂已不能取得

预期疗效#应开展细菌的药物敏感性监测#根据药敏结果针对

性地选用抗菌剂'治疗
c

S菌感染可选用亚胺培南等碳青酶

烯类抗菌剂#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院内感染则应当选用

敏感性高的利奈唑烷,呋喃坦啶及万古霉素等抗菌剂'

综上所述#本文
*

所附属医院院内感染病原菌分布较为集

中#且均存在多重耐药问题#这与中国抗菌剂的滥用密切相关'

一旦发现医院感染#必须及时进行病原菌培养及药敏实验#加

强对耐药菌株的监测#选用敏感性高,安全性好的药物进行针

对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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