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途径*同时#这些疾病的感染率还与当地的经济'卫生水平'

生活条件以及社会开放程度等许多因素有关(

!

#

#

)

*本研究结

果发现#

!*5%)

例手术患者中#

QY2+

:

阳性率为
(&%*Z

#稍低

于全国
!)Z

的平均水平*

''

例抗
Q-O

抗体阳性#表明这些

人现感染或曾经感染过丙型肝炎*抗
,M

抗体阳性的
"*5

例

患者中#一部分患过梅毒#另一部分则未患过梅毒#而是由其他

疾病产生的交叉抗体而致抗
,M

抗体阳性*中国各地
Q]O

的

感染率差别很大#其在性工作者及性病患者中的感染率可高达

$!&$*Z

#性传播可能是
Q]O

很重要的传播途径(

#4$

)

#本地

Q]O

感染率很低#仅为
)&)'Z

*

老年组
QY2+

:

'抗
,M

抗体及抗
Q-O

抗体阳性率均高于

非老年组$

&

'

)&)!

&#由此可见#老年人
QYO

'

Q-O

的感染情

况不容忽视*由于老年患者所患的基础疾病可致抗
,M

抗体

阳性#因此老年患者中存在较高的抗
,M

抗体假阳性(

%

)

#但是

不能因此忽略了老年人梅毒感染(

'45

)

*

手术患者中#五种感染性指标都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手

术前对患者进行感染性指标检测#对于避免和预防患者医院感

染'医务人员职业感染及不必要的医疗纠纷都具有一定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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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乳对三种不同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干扰的研究

陈
"

林!王会敏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检验科!广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脂肪乳对
-T!())

&

[̀4)))1

&

+TO/+!")

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的影响'方法
"

定量加入不同量的

")Z

外源性脂肪乳!制备成
)&))Z

&

)&%5Z

&

!&!%Z

&

!&(#Z

&

"&#!Z

&

"&55Z

&

#&$'Z

&

$&)$Z

&

$&'"Z

脂肪乳浓度的标本!观测其对

三个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的影响'结果
"

脂肪乳对
-T!())

的
KLa,Z

&

Ne.Z

&

./TZ

均有干扰!且干扰程度与脂肪

乳浓度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

%分别为
h)&*55

&

)&*5$

&

)&*"(

"

&

值均为
)&)))

%$对
[̀4!)))1

的
KLa,Z

&

Ne.Z

&

.SKSZ

有干扰!

KLa,Z

&

Ne.Z

的干扰程度与脂肪乳浓度具有相关性!

=

分别为
)&*'$

&

h)&*'$

"

&

值均为
)&)))

%$对
+TO/+

!")

的
Ne.Z

&

.SKSZ

&

LS[Z

分别在某些浓度有干扰!

Ne.Z

&

.SKSZ

的干扰程度与脂肪乳浓度具有相关性!

=

分别为

h)&55(

&

)&5(5

"

&

值分别为
)&))!

&

)&))"

%'结论
"

脂肪乳对这三个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的白细胞分类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扰!且

部分项目与脂肪乳剂量具有相关性!应予以重视'

关键词"脂肪乳$

"

血细胞分析仪$

"

白细胞分类$

"

干扰

!"#

!

!)&#*'*

"

0

&1223&!'(#4$!#)&")!"&!!&)%5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4$!#)

"

")!"

%

!!4!#5*4)#

""

血细胞分析技术在最近十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先进的检

测设备虽然能够帮助实验室人员快速完成大量常规标本的检

测#但血液分析仪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干扰因素#如用于肠

外营养的脂肪乳#已被报道会对血液分析仪产生干扰(

!4%

)

#但目

前尚无关于脂肪乳浓度对白细胞分类干扰的相关性以及脂肪

乳对不同原理血细胞分析仪干扰程度的研究*本文参照美国

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K--N[

&

LM(4+

文件及相关文

献(

'

)

#就这方面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LT,+4d

"

抗凝真空管采集
!

名健康成人

空腹静脉血
#%

支#每支
"DN

#作为试验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699-T!())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T

!())

&'

[

C

2D8I [̀4!)))1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4!)))1

&'

[/L4

.LK[+TO/+!")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TO/+!")

&#均采用

原装配套试剂和原装质控物*脂肪乳为购自华瑞制药有限公

司的英脱利匹特脂肪乳注射液$

-

!$4"$

&#规格!

")Z

#

"%)DN

%批

号!

5)YL)(!

%每瓶含大豆油
%)

:

#卵磷脂
#&)

:

#甘油
%&%

:

*

?&A

"

方法

?&A&?

"

脂肪乳血标本的制备
"

按照
LM(4+

文件要求!干扰物

最高浓度为在常规用药剂量下
%N

内分布浓度的至少
#

倍#如

果使用
")Z

脂肪乳
%))DN

#则
!DN

血液应加
#))

!

N")Z

脂

肪乳$即最终脂肪乳浓度为
$&'"Z

&*将采集的
!%

支静脉血

标本以
#)))?

"

D13

离心
!)D13

#取血浆备用*其余
")

支静脉

血标本混匀#取
!'DN

混匀的静脉血加入
$&5DN

血浆混匀#

为不含脂肪乳的对照标本#记为
)

号标本%取
!'DN

混匀的静

脉血加入
$&5DN

脂肪乳混匀#记为
5

号标本*从
)

号标本到

5

号标本之间做等比混匀#制备
!

"

(

号标本#最终脂肪乳浓度

分别为
)&))Z

'

)&%5Z

'

!&!%Z

'

!&(#Z

'

"&#!Z

'

"&55Z

'

#&$'Z

'

$&)$Z

'

$&'"Z

*理论上#

)

"

5

号标本血细胞浓度

相同*

?&A&@

"

标本检测
"

)

号标本在每个仪器上测定
")

次#计算平

均值和标准差%

!

"

5

号标本按照顺序在每个仪器上测定
#

次#

计算平均值(

(

)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
[M[[!(&)

进行统计分析*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9PN;=.8E

!

PG38")!"

!

O6@&##

!

K6&!!



按照正态分布的原理#若
!

"

5

号标本结果的平均值超过
)

号

标本的均值
g!&*'0

#表示存在干扰(

(

)

*并对不同项目进行相

关分析*

)

"

5

号标本的检测结果记为
5

[)

"

5

[5

*

@

"

结
""

果

@&?

"

脂肪乳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结果的影响
"

见

表
!

"

#

*

@&@

"

脂肪乳浓度对白细胞分类结果干扰的相关分析
"

以加入

后血液中脂肪乳的百分比浓度作为自变量$

5

&#以
)

"

5

号标

本测得结果的平均值减去
)

号标本结果的平均值之差的变化

量#即干扰程度作为因变量$

$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脂肪乳对
-T!())

白细胞分类结果的影响

项目
5

[)

g!&*'0 5

[!

5

["

5

[#

5

[$

5

[%

5

['

5

[(

5

[5

KLa,Z '$&#g"&!

%*&"

!

%%&#

!

%#&)

!

%!&!

!

$'&%

!

$%&)

!

$#&'

!

$)&%

!

Ne.Z #"&)g"&" ##&# #$&!

#%&$

!

#(&!

!

$)&"

!

#*&(

!

$!&$

!

$$&%

!

./TZ #&(g!&)

(&%

!

!)&%

!

!!&'

!

!!&5

!

!#&#

!

!%&$

!

!$&*

!

!$&*

!

""

!

!超出
5

[)

g!&*'0

#存在干扰*

表
"

""

脂肪乳对
5[4!)))1

白细胞分类结果的影响

项目
5

[)

g!&*'0 5

[!

5

["

5

[#

5

[$

5

[%

5

['

5

[(

5

[5

KLa,Z '$&'g"&) '%&(

'5&%

!

(!&!

!

("&!

!

(#&%

!

5#&(

!

5%&"

!

5'&"

!

Ne.Z "5&!g!&$

"%&!

!

!(&)

!

!#&5

!

5&'

!

'&%

!

#&*

!

#&"

!

"&)

!

.SKSZ %&$g)&5

(&"

!

!"&%

!

!"&5

!

!(&(

!

!5&%

!

!)&"

!

!)&"

!

!)&)

!

LS[Z !&#g)&$ !&" !&! !&( !&" !&" !&% !&$ !&#

Y+[SZ )&%g)&$ )&5 )&* )&% )&% )&# )&( )&" )&'

""

!

!超出
5

[)

g!&*'0

#存在干扰*

表
#

""

脂肪乳对
+TO/+!")

白细胞分类结果的影响

项目
5

[)

g!&*'0 5

[!

5

["

5

[#

5

[$

5

[%

5

['

5

[(

5

[5

KLa,Z '$&)g"&! '#&5 '$&" '#&" '"&' '#&! '"&* '#&$ '$&"

Ne.Z "%&*g"&) "'&) "$&5 "%&"

"#&$

!

"#&'

!

"$&(

""&%

!

""&$

!

.SKSZ %&!g)&* $&% %&! '&)

5&5

!

(&5

!

'&*

!

5&'

!

*&%

!

LS[Z #&!g)&' #&%

$&)

!

$&)

!

#&$ #&$

$&!

!

#&" #&)

Y+[SZ )&%g)&# )&% )&% )&$ )&$ )&$ )&# )&% )&$

Na-Z !&$g)&% !&( !&" !&# !&% !&( !&! !&% !&)

""

!

!超出
5

[)

g!&*'0

#存在干扰*

表
$

""

脂肪乳浓度对白细胞分类结果变化量的相关分析

项目

-T!())

相关系数

$

=

&

&

[̀4!)))1

相关系数

$

=

&

&

+TO/+!")

相关系数

$

=

&

&

KLa,Z h)&*55 )&))) )&*'$ )&))) h)&"$( )&%"!

Ne.Z )&*5$ )&))) h)&*'$ )&))) h)&55( )&))!

.SKSZ h h )&"*' )&$#* )&5(5 )&))"

LS[Z h h )&"'% )&$*! h)&")" )&')"

Y+[SZ h h h)&$#( )&"$) h)&%(5 )&!)#

Na-Z h h h h )&#%) )&#%%

./TZ )&*"( )&))) h h h h

""

h

!该仪器没有该项目*

@&A

"

脂肪乳浓度对白细胞分类结果影响的图形分析
"

对相关

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项目#以血液中脂肪乳百分比浓度作为

自变量$

5

&#以
)

"

5

号标本检测平均值减去
)

号标本的平均

值之差作为因变量$

$

&#制作趋势图#见图
!

"

$

*

图
!

""

脂肪乳浓度对不同仪器
KLa,Z

检测结果的影响

图
"

""

脂肪乳浓度对不同仪器
Ne.Z

检测结果的影响

图
#

""

脂肪乳浓度对不同仪器
.SKSZ

检测结果的影响

图
$

""

脂肪乳浓度对
-T!()./TZ

检测结果的影响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9PN;=.8E

!

PG38")!"

!

O6@&##

!

K6&!!



A

"

讨
""

论

从表
!

可以看出#脂肪乳对电阻抗型的
-T!())

血细胞分

析仪的白细胞分类都有影响*但不同的项目影响不同#

KLa,Z

'

Ne.Z

'

./TZ

分 别 在 脂 肪 乳 浓 度 为
)&%5Z

'

!&(#Z

'

)&%5Z

时开始受干扰#

KLa,Z

持续下降#

Ne.Z

和

./TZ

基本上是逐渐升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脂肪乳溶液导

致白细胞溶解后#仪器鉴别其细胞核信号大小的能力减弱#图

形左移#仪器将部分中性粒细胞误认为淋巴细胞和中间细胞

所致*

从表
"

可以看出#脂肪乳对鞘流阻抗与核酸染色分类的

[̀4!)))1

血 细 胞 分 析 仪 的
LS[Z

'

Y+[SZ

没 有 影 响#但

KLa,Z

'

Ne.Z

'

.SKSZ

分别在脂肪乳浓度为
!&!%Z

'

)&%5Z

'

)&%5Z

时开始受干扰#

KLa,Z

持续升高#

Ne.Z

持

续下降#

.SKSZ

先升高后下降*从其白细胞分类参数和图

形可看出#

Ne.MQ4̀

参数增加明显#导致淋巴细胞区域散点

图减少#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区域散点图增多*其原因可能

是脂肪乳颗粒使该仪器对原本单一的淋巴细胞内容物复杂程

度增加#仪器将部分淋巴细胞误认为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

所致*

从表
#

可以看出#脂肪乳对流式细胞术与过氧化物酶染色

分类原理的
+TO/+!")

血细胞分析仪的
KLa,Z

'

Y+[SZ

'

Na-Z

没有影响#部分浓度的脂肪乳对
Ne.Z

'

LS[Z

'

.SKSZ

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干扰不大*脂肪乳对
+T4

O/+!")

的白细胞分类影响较小#可能是因为细胞分类在
'%

R

条件下或$和&该仪器试剂特殊作用下#脂肪乳颗粒逐步溶

解#明显削弱了其干扰作用*

从表
$

可以看出#脂肪乳浓度对影响血细胞分析仪的分类

结果相关分析中#与
-T!())

的
KLa,Z

'

Ne.Z

'

./TZ

结

果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

为
h)&*55

'

)&*5$

'

)&*"(

#

&

值均为

)&)))

&#说明脂肪乳对该仪器的每个分类结果均有比较明显的

干扰%脂肪乳浓度与
[̀4!)))1

的
KLa,Z

'

Ne.Z

也具有较

好的相关性$

=

分别为
)&*'$

'

h)&*'$

#

&

值均为
)&)))

&#但与

其
.SKSZ

'

LS[Z

'

Y+[SZ

没有相关性%脂肪乳浓度与
+T4

O/+!")

的
Ne.Z

'

.SKSZ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分别为

h)&55(

'

)&5(5

#

&

值分别为
)&))!

'

)&))"

&#但与其
KLa,Z

'

LS[Z

'

Y+[SZ

'

Na-Z

没有相关性#说明脂肪乳对该仪器白

细胞分类的干扰相对较小*脂肪乳浓度对
-T!())

和
[̀4

!)))1

的
KLa,Z

'

Ne.Z

两个项目的干扰方向正好相反*

综合以上分析#脂肪乳对三种常用的'不同原理的血细胞

分析仪的白细胞分类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扰#对
+TO/+!")

的干扰较小*部分干扰非常明显#应当引起重视*在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血细胞分析最好是采用空腹采血#或者输入脂肪乳

后
%

"

'<

后采血(

#

)

#以避免脂肪乳的干扰*如果为脂血标本#

应以采用手工涂片'染色'分类#才能获得可靠准确的结果*手

工复检是减少差错'避免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是血细胞分析

全程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54!)

)

*另外#不同链长的脂肪乳

以及输注脂肪乳后可能对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白细胞分类也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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