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与
">HQ%.ED

有很高的相关性)为了方便患者#减少标本

采集过程中的误差#建议临床上使用随机
Q%.ED

"

Q'C

测定比

值代替
">HQ%.ED

#用于观察尿微量清蛋白排泄情况#对尿微

量清蛋白进行监测及评估)

参考文献

'

)

(

[&EE

I

$

#

-@36=FZ8̀ @%@'

I

32&<=&

#

,?̀ \-!(($

)

?

G

@E

I

%@C1

G

H<3%6=FC<3̂ @J<3'H&%<'32C@̂&

!

C&3KE2@J6%&2616=6E

I

3<6

'

Z

(

8

R,Z

#

"**"

#

47

$

)>

%!

4"714+!8

'

"

(

b6EFT#

#

N6L ,

#

,@CC@3Z[8̀ @%@'

I

32&<=&6=F'6CF<@A63'KE6C

F<3&63&

!

&A<F&='&@='6K36E<2

I

JC@% 6 %&2616=6E

I

3<3

'

Z

(

8R,Z

#

"**"

#

+"

$

4

%!

)"*"1)"*98

'

+

(

N6OO&C<=</0

#

$6

G

&''H</N

#

#&EA<0

#

&26E8̀

IG

&CH@%@'

I

32&<=&%<6

!

6'6CF<6@A63'KE6CC<3̂ J6'2@C<=6K2@<%%K=&F<3&63&3

'

Z

(

8NK

G

K3

#

"**(

#

)!

$

(

%!

94"19!"8

'

>

(

<̀EE&=DC6=F-

#

<̀EE&=DC6=F.

#

N<&L6EF\

#

&26E8̀

IG

&CH@%@'

I

31

2&<=&%<66=FC&'KCC&=2'6C@2<F32&=@3<3

'

Z

(

8R,$$6CF<@A63'T<31

@C&F

#

"**9

#

9

$

"

%!

)1"8

'

4

(

SO&%&=R

#

SO&%&=T

#

?KC

B

6=U

#

&26E8.33@'<62<@=D&2L&&=H@1

%@'

I

32&<=&%<66=FC&6EJK='2<@=

G

62<&=23L<2H2

IG

&"F<6D&2&3%&E1

E<2K3

'

Z

(

8.==$E<=N3D#'<

#

"**"

#

+"

$

)!

%!

"(71"9!8

'

!

( 刘军须#张敬各#王树人#等
8

同型半胱氨酸对内皮细胞一氧化氮

合酶活力及基因表达的影响'

Z

(

8

华西药学杂志#

"**(

#

""

$

4

%!

4*91

4))8

'

(

( 赵然#毕鸣梓#张冬
8

全血糖化血红蛋白与尿微量清蛋白联合检测

对糖尿病患者肾脏微血管病变程度的观察'

Z

(

8

临床和实验医学

杂志#

"**9

#

(

$

)

%!

9+19>8

'

9

( 周新#涂植光
8

临床生物化学和生物化学检验'

,

(

8

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

"**"

!

9+8

'

7

( 汤俊明#赵进良#张小莉
8

尿微量蛋白对监测
"

型糖尿病早期肾功

能损害的价值'

Z

(

8

临床检验杂志#

"**>

#

""

$

))

%!

>491>478

'

)*

(

&̀%6=b`80

I

&F<3&63&6=F=&

G

C@

G

62H

I

<=U5TT,

'

Z

(

8T<6D&2&3

$6C&

#

)77*

#

)+

$

"

%!

">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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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精子分析仪对男性不育患者精子活力&运动参数的分析

董云华!沈云松%

"云南省生殖医学中心!昆明
!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生理盐水稀释对男性不育患者
#$.

自动精子分析仪分析精子活力%运动参数的影响$方法
"

对
!*!7

例患者根据精子密度分为"

"8*

#

4*

#

V)*

!

(

%N

和"

4*

#

"**

#

V)*

!

(

%N

两组!对精子各参数进行检测及分析$结果
"

精子数"

"8*

#

4*

#

V)*

!

(

%N

组中!精子活动率和非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U/:

#稀释组比未稀释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其余

精子平均曲线运动速度"

M$N

#%平均路径速度"

M./

#%平均直线运动速度"

M#N

#%精子头侧摆幅度"

.Ǹ

#%精子平均鞭打频率

"

R$\

#六项运动参数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精子数"

4*

#

"**

#

V)*

!

(

%N

组中!未稀释组和稀释组比较!所有动力学

相关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稀释后结果表现为精子活动率平均降低
)"8(9: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

#平均降

低
984(:

%非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U/:

#平均降低
>8"):

!其余
M$N

%

M./

%

M#N

%

.Ǹ

和
R$\

均比未稀释组升高$结论
"

进

行计算机辅助精液"

$.#.

#分析时!精子密度在"

"

#

4*

#

V)*

!

(

%N

之间的标本!直接采用原精液更能准确检测运动精子动力学参

数$对高精子密度标本用预温生理盐水
)q+

稀释后进行测定!精子活力%运动参数更加客观准确$

关键词"不育!男性&

"

自动精子分析仪&

"

精子活力&

"

精子运动参数

!"#

!

)*8+7!7

"

;

8<33=8)!(+1>)+*8"*)"8*(8*>!

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1>)+*

"

"*)"

#

*(1*9!41*+

""

男性精液质量分析采用传统手工分析往往带有很大的主

观性#不同检测人员对标本的分析结果有时相差甚远#对精子

运动能力的判断缺少严格的量化指标#分析精子活动能力的参

数相对有限#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

$.#.

%是将计算机技术和

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运用在精子质量的临床分析上#在分析运

动能力方面显示其独特的优越性)但对高精子密度标本#

$.1

#.

直接测定精液会受到精子碰撞和非精子成分的影响#结果

还与精子的高密度*

$.#.

灰度和阈值设置密切相关'

)

(

)现采

用在分析精子运动能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越性的
#$.

自动精

子分析仪$

#

G

&C%$E633.=6E

I

O&C

%在相差模式下#以实时拍照

自动分析和人工辅助判定修正的方式对患者精子密度及各项

精子运动参数进行分组分析#并比较精液使用生理盐水稀释前

后对精子运动参数的影响)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7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中心就诊的不

孕不育夫妇中男性患者
74("

例#年龄
)7

#

!"

岁#平均年龄

+"8)

岁)嘱患者禁欲
"

#

(F

后用手淫法取全部精液标本#立

即送检)置
+(X

水浴箱观察液化)

A8B

"

仪器与试剂
"

#

G

&C%$E633.=6E

I

O&C

精子分析仪$西班牙

#$.

精液分析仪
,5$-S/?5$#

%#显微镜$

SE

I

%

G

K3$g>)

%#一

次性使用计数池$

$@='&

G

2<@=?&'H=@E@

B

<&3

公司#

,<'C@$&EE"*

$

%

计数池%#低速离心机$

?H&C%@50$,<'C@%6P

%等)

A8C

"

方法
"

精液液化后#记录液化时间#混匀标本#取样初检#

粗略目测精子密度#充分混匀精液后#使用定量移液器吸取
)*

+

4!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2ZN6D,&F

!

.

G

C<E"*)"

!

M@E8++

!

U@8(



$

N

精液置入经过
+(X

恒温板预热的
"*

$

%

深
,<'C@$&EE

计

数池)在相差模式下#以实时拍照自动分析和人工辅助判定修

正方式分析精液)分析标本中采取了原倍精液分析和
+(X

恒

温板预热生理盐水按照
)q+

比例稀释精液标本进行检测)至

少分析
>**

个精子以获得精子密度及精子动力学参数)精液

分析参照相关实验室检验手册'

"

(

)

A8D

"

资料筛选及分组
"

将
74("

例患者的精液#剔除复查患

者
)>>9

例*无精患者
>>4

例*不液化
9(

例*严重少精分析精

子数目较少
>)+

例*精子密度高于
"**V)*

!

"

%N"!7

例后#有

效患者
!*!7

例)

!*!7

例按两种方式分组!精子密度$

"

#

4*

%

V)*

!

"

%N

的
.

样本中原倍精液
)7(9

例$

)

组%#生理盐水

稀释
)(4

例$

"

组%&精子密度$

4*

#

"**

%

V)*

!

"

%N

的
R

样本

中#原倍精液
+>)4

例$

+

组%#生理盐水稀释
)+>)

例$

>

组%)

A8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4

版软件对分组数据进行正

态性检验*方差齐性检验*独立样本
2

检验)分析的动力学相

关参数有以下
9

项!精子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C@1

B

C&33<A&

#

/-:

%*非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U@=1

G

C@

B

C&33<A&

#

U/:

%*精子平均曲线运动速度$

'KCA<E<=&6CA&E@'<2

I

#

M$N

%#平

均路径速度$

6A&C6

B

&

G

62HA&E@'<2

I

#

M./

%#平均直线运动速度

$

32C6<

B

H2E<=&A&E@'<2

I

#

M#N

%#精子头侧摆幅度$

.Ǹ

#

$

%

%*精子

平均鞭打频率$

D&62'C@33JC&

W

K&='

I

#

R$\

%)

C

#

*8*4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8A

"

.

样本
")4+

例#密度范围为$

"

#

4*

%

V)*

!

"

%N

#液化混

匀后置入一次性使用的
"*

$

%

深
,'C@'&EE

计数池#精子检测

数目在
>**

以上)原倍精液置入恒温处理计数池检测为
)

组

$

)7(9

例%#

)q+

恒温生理盐水稀释再置入恒温处理计数池检

测为
"

组$

)(4

例%)见表
)

)

B8B

"

R

样本
>(4!

例#密度范围为$

4*

#

"**

%

V)*

!

"

%N

#液化

混匀后置入一次性
"*

$

%

深
,'C@'&EE

计数池#精子检测数目

在
>**

以上)原倍精液置入恒温处理计数池检测为
+

组

$

+>)4

%例#

)q+

恒温生理盐水稀释再置入恒温处理计数池检

测为
>

组$

)+>)

%例)见表
"

)

表
)

""

)

组和
"

组精子动力学参数统计分析结果比较

组别
M$N

$

$

%

"

3

%

M./

$

$

%

"

3

%

M#N

$

$

%

"

3

%

.Ǹ

$

$

%

%

R$\

$

Ò

% 活动率$

:

%

/-: U/:

)

组$

#d)7(9

% 均值
+78!( ">8"+ )!8*" "8)) !89! 4+89* >+8"4 )*844

标准差
78+4 489) 48*9 *8>7 )8)7 )489) )48"! >8+>

"

组$

#d)(4

% 均值
+78*! ">8"9 )!84( "8)* !87! 4!87" >48!) ))8+)

标准差
78"7 48!" 48)) *8>> )8)+ )!8+! )!8*> >8*(

2

值
*89+) Y*8)*7 Y)8+9! *8)!! Y)8*9) Y"8>"4 Y)874> Y"8+4>

C

值
*8>*! *87)+ *8)!! *89!9 *8"9* *8*)! *8*4) *8*)7

表
"

""

+

组和
>

组精子动力学参数统计分析结果比较

组别
M$N

$

$

%

"

3

%

M./

$

$

%

"

3

%

M#N

$

$

%

"

3

%

.Ǹ

$

$

%

%

R$\

$

Ò

% 活动率$

:

%

/-: U/:

+

组$

#d+>)4

% 均值
+98(4 "+8(> )48+) "8*7 !8!4 !48!9 4*899 )>89*

标准差
98!> 48+" >847 *8>) )8*> )>8>! )>8+> 48!9

>

组$

#d)+>)

% 均值
>)8"4 ">8>* )!89> "8)7 (8)> 4"897 >"8+) )*849

标准差
989* 48!+ 48!4 *8>( )8"" )!8>* )>8(7 48**

2

值
Y987"* Y+89"4 Y989)! Y(8*"! Y)"87+) ">877* )98)>( "+8((>

C

值
*8**) *8**) *8**) *8**) *8**) *8**) *8**) *8**)

C

"

讨
""

论

精子活力对受精十分重要#只有活动的精子才能穿透宫颈

黏液#通过女性生殖道到达受精部位#而且精子必须要有一定

运动能力穿透卵丘与透明带'

"

(

)对精液标本中精子运动能力

进行准确客观的检测#

$.#.

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

(

)使用

$.#.

系统检测精子活动力*精子密度应在$

"

#

4*

%

V)*

!

"

%N

之间的标本'

>

(

)本组通过回顾分析密度范围为$

"

#

4*

%

V)*

!

"

%N

之间#原倍精液
)7(9

例#生理盐水
)q+

稀释标本
)(4

例

的精子活动率和动力学参数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精子活动率

和
U/:

未稀释组比稀释组高#未稀释组精子活动率均数是

4+89*:

#稀释组均数是
4!87":

#平均升高
+8)":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8*4

%)其余
M$N

*

M./

*

M#N

*

.Ǹ

*

R$\!

项

运动参数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这与国内相

关报道是一致的'

4

(

)该密度范围的精子在使用
$.#.

进行密

度和动力学参数检测时较为理想#干扰较少)生理盐水稀释组

活动精子明显增加#这与生理盐水中的
U6

c 较精浆中高#而

U6

c有增加精子活力的作用'

!1(

(

)本组分析也进一步证实精子

密度在$

"

#

4*

%

V)*

!

"

%N

之间的标本#进行
$.#.

分析时#无

需稀释#直接采用原精液更能准确检测运动精子动力学参数)

在精子密度较高#大于
4*V)*

!

"

%N

时#须先对精液标本

稀释后再进行
$.#.

检测'

"

(

)以保证能检测到准确的运动精

子和客观的精子动力学参数)

b`S

建议采用患者精液标本

分离的精浆对精子密度大于
4*V)*

!

"

%N

的精液标本稀释后

再检测)本组对精子密度大于
4*V)*

!

"

%N

且小于
"**V)*

!

"

%N

的标本未稀释组和生理盐水稀释组进行精子动力学相关

参数分析比较#生理盐水
)q+

稀释组与未稀释组所有动力学

相关参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C

#

*8*4

%#稀释后结

果表现为精子活动率平均降低
)"8(9:

*

/-:

平均降低

984(:

*

U/:

平均降低
>8"):

#其余
M$N

*

M./

*

M#N

*

.Ǹ

和
R$\

均比未稀释组升高)升高数值分别为
M$N"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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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M#N)84+

$

%

"

3

*

.Ǹ *8)*

$

%

和
R$\*8

>7 Ò

)表明在稀释前#由于精子密度较高#一方面精子之间相

互碰撞#导致各级运动精子产生增加位移&非运动精子产生一

定位移#导致
$.#.

系统将其误认为运动精子#使整体运动精

子比例假性增高)另一方面#稀释后精液中细胞*颗粒杂质能

让检验者更容易从电脑系统中剔除#减少误认为非运动精子)

并且#稀释后保证了捕获分析时间内运动精子独立的运动轨

迹)所以#生理盐水稀释后运动精子比例降低#而精子动力学

参数却升高#保证了
$.#.

检测精液精子活力和动力学参数

结果的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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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熟血小板比率&平均血小板体积与血小板计数方法比较研究

杨学敏!李光迪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兰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未成熟血小板比率"

5/\

#与平均血小板体积"

,/M

#对血小板计数方法影响!

g01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激光染色法"

/N?1S

#和电阻抗法"

/N?15

#计数血小板与显微镜计数血小板比较研究$方法
"

根据
5/\

与
,/M

选择
g014***

分析仪测试的高%中%低值血小板标本各
)

份!首先比较
/N?15

与
/N?1S

测试计数血小板的精密度&其次用室间质评结果分析

g014***

仪两种测试的准确度$结果
"

g014***

计数血小板低%中%高值具有较好的精密度!变异系数"

BT

#小于
>8*:

$血小板

计数正常或高值且
5/\

#

"*:

时用
/N?1S

与
/N?1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血小板计数减少且
5/\

$

"4:

时!

/N?15

法与

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而
/N?1S

法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结论
"

一般情况下!

血常规采用
g014***/N?15

法计数血小板!当血小板减少且被复检软件程序拦截制片镜检发现有大血小板时!可用显微镜计数法

或
/N?1S

法复查血小板数$

关键词"血小板计数&

"

未成熟血小板比率&

"

激光染色法&

"

电阻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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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8)!(+1>)+*8"*)"8*(8*>(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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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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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

准确计数血小板一定要考虑到未成熟血小板比率$

<%%61

2KC&

G

E62&E&2JC6'2<@=

#

5/\

%与平均血小板体积$

%&6=

G

E62&E&2

A@EK%&

#

,/M

%#通常未成熟血小板都是体积偏大的血小板'

)

(

)

探讨血小板的
5/\

与
,/M

这两项参数对于血小板激光流式

法$

/N?1S

%与电阻抗法$

/N?15

%测试的影响'

"1+

(

#以评价各种

血小板计数方法在临床的应用价值'

>14

(

)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该院住院患者清晨空腹
0T1

?.1[

"

抗凝血常规标本)

A8B

"

仪器与试剂
"

g01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日本%&

#/)***<

推片机$日本%&

SNf,/Q#$̀ "*

双目显微镜$日

本%&

#

I

3%&Pg014***

的系列配套试剂来自日本希森美康及配

套全血质控物
01$̀ 0$[

$

g0

%系列)测试期间共
>

个批号分

别是
a$)**+*9*"

*

a$)*!**9*"

*

a$)))!*9*"

和
a$))>"*9))

&

0T?.1[

"

真空抗凝管$

RT

%&血小板稀释液按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

+

版%进行'

!

(

)

A8C

"

方法
"

/N?15

检测采用仪器第
+

检测模式$

$R$cT5\\

%

进行检测&

/N?1S

"

-0?

法检测用仪器第
>

检测模式$

$R$c

T5\\c-0?

%进行检测#每日进行
g014***

配套的质控物

测试)

A8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8*

软件做均数
_

标准差

比较的配对设计
2

检验统计学分析)

B

"

结
""

果

B8A

"

g014***/N?15

法和
/N?1S

法血小板计数精密度
"

在

血小板
5/\

与
,/M

正常情况下#

g014***

两种方法计数血小

板低*中*高值具有较好的精密度#变异系数$

BT

%均小于

>8*:

#符合仪器设定精密度&在血小板低值且
,/M

与
5/\

均

异常#

/N?15

法
BT

$

>8*:

)

B8B

"

g014***/N?15

法和
/N?1S

法血小板计数准确度
"

同

一时间用
/N?15

和
/N?1S

两种方法测定
4

个质评物#每一份

质评物连续测定
4

次#

/N?15

和
/N?1S

两种方法检测血小板

计数值与靶值的对应关系#

/N?

均在
_4:

范围内#准确度也

符合仪器设定范围)

B8C

"

/N?15

和
/N?1S

两种方法与显微镜法血小板计数
"

血

小板数目正常且
5/\

与
,/M

也正常时#

/N?1S

和
/N?15

检测

血小板计数值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当血小

板数减少$

#

!*V)*

7

"

N

是该实验室判断显微镜复检低值标

准%且
5/\

与
,/M

$超出检测范围#不出值%均异常时
/N?15

法

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而
/N?1S

法

与显微镜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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