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采用欧洲骨髓瘤协作组提供的方法#用
,8*)

和
,8$*)

联合

设门圈定浆细胞#对选定骨髓瘤细胞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

通过对
__

患者的正常*异常及反应性浆细胞进行免疫

分型的检测*分析发现#正常及反应性浆细胞的免疫表型相似#

表达
6

系标志
,8$@

#很少表达
,8'A

#

,8='

表达较高%异常浆

细胞不表达
,8$@

#而表达
,8'A

#

,8='

表达较低#部分表达

,8$$E

*

,8%)

*

,8%E

)异常浆细胞的免疫表型为
,8*)

TT

,8$*)

TT

,8'A

T

,8$@

h

)本 研 究 与 文 献 报 道 一 致'

A0E

(

)

,8'A

T的
__

预后较好#而
,8'A

水平降低#预示病情恶化'

)

(

)

,8%)

随着疾病的进展表达增加#是预后不好的因素'

@

(

)

,8$$E

阳性者治疗效果较好#有较长的生存期)

,8$$E

与

,8%)

联合分析#对
__

的预后判断更有价值'

$(

(

)本研究可

以看出#

$)

例
__

患者治疗后#有
$*

例患者的免疫表型发生

了变化#有助于微小残留病变的检测#对
__

患者疗效判断有

一定意义)

因此#浆细胞免疫表型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诊断和预后

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免疫标志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对疗

效的确切判定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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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引起光学法和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的差异分析

刘
!

非!杨红玲!梁绮华!黄玉开

"广东省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检验部
!

'$(A%*

$

!!

摘
!

要"目的
!

对电阻抗法"

+7/09

$和光学法"

+7/0c

$血小板计数差异与红细胞平均体积"

_,̀

$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8U

$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
!

采用
:

N

CIFG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和光学法对
%='

例全血血小板参数进行研究

分析!将样本按
_,̀

和
-8U

分组后进行配对
3

检验!评价两种检测方法对
+7/

计数的影响%结果
!

当
-8U

正常时"

$$&'?

$

$'&'?

$!无论
_,̀

正常"

)(

$

@EL7

$或减小"

'

)(L7

$!电阻抗法与光学法所检测的血小板数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当

-8U

增大时"

(

$'&'?

$!无论
_,̀

正常或降低!两种方法所检测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7/09

高于
+7/0c

约
'&'?

或
A&)?

%结论
!

:

N

CIFG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比光学法血小板计数升高与
-8U

关系更密切!而与单纯

的
_,̀

减小关系不大%所以!当全血细胞计数结果中
-8U

升高"

(

$'&'?

$常见于缺铁性贫血和重型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等疾病时!应采用光学法计数血小板%

关键词"血小板计数#

!

电阻抗法#

!

光学法#

!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红细胞平均体积

!"#

!

$(&*@A@

"

B

&5CCD&$AE*0=$*(&%($%&$=&(='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AE*0=$*(

"

%($%

$

$=0$E'(0(*

!!

血小板计数是临床常用的检验项目之一#其结果的准确性

对于血栓性疾病和出血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血小板计数多使用经典的电阻抗法#但此方法的局限性是

不能排除标本中血小板形态异常*血小板聚集*体积及光学特

性和血小板相似颗粒$如小红细胞*红细胞碎片和白细胞碎片

等&的干扰'

$0%

(

)为了保证血小板计数结果的准确性#近年来光

学法血小板计数被逐渐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0=

(

)并且多项研究

表明#血小板计数采用光学法可以纠正电阻抗法由于小红细胞

干扰引起的假性升高#提供的计数结果与
9,:W

推荐参考方法

手工法无显著差异'

'0A

(

)过往的研究指出#当小红细胞参数红

细胞平均体积$

_,̀

&小于
E(L7

甚至小于
''L7

时#光学法血

小板计数比电阻抗法更准确'

E

(

)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红细胞

体积分布宽度$

-8U

&的变化也会引起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与

光学法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同时对
_,̀

和
-8U

这两个

参数变化引起的光学法和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差异进行研究)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实验所用样本均为本中心检验部常规标

本)受检者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I7

#置于
.8/;0[

%

真空

+

('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DK̂ 7J1_F#

!

M̂4

N

%($%

!

3̀4&**

!

S3&$=



抗凝采血管#混匀#室温放置#所有检测均在采集标本后
%P

内

完成)随机选取
%($(

年
$

$

@

月血常规检测样本
**%

例#性

别*年龄不限)排除血小板计数减低$

+7/

'

$((>$(

@

&*大血

小板$

_+̀

(

$*&%

&或血小板分布宽度增大$

+8U

(

$E&%

&的样

本
)E

例$排除非本文主要研究因素的影响&#余
%='

例分为
%

组!第一组#血细胞计数
_,̀

$

)(

$

@EL7

&参考区间范围组
$%(

例%第二组#血细胞计数小
_,̀

$

'

)(L7

&组
$%'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

N

CIFG0\.'(((

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试剂为
:

N

CIFG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原装配套

试剂)

A&C

!

检测方法
!

按要求对
:

N

CIFG0\.'(((

血液分析仪进行

校准#并进行每日质控#结果在控)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

$

+7/09

&采用仪器第
*

模式$

,6,T89dd

&进行检测#光学法血

小板计数$

+7/0c

&采用仪器第
=

模式$

,6,T89ddT-./

&进

行检测)全血细胞数据均以
Ji;

表示#采用
:+::$(&(

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对各组间细胞参数采用配对
3

检验或独立
3

检

验#以
I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D

!

实验方法

A&D&A

!

_,̀

正常样本分析
!

按
-8U

不同分组比较#将

_,̀

在参考区间$

)(

$

@EL7

&内的
$%(

例样本#按
-8U

正常

$

$$&'?

$

$'&'?

&和
-8U

增大$

-8U

(

$'&'?

&分为两组)

分别对两组的
_,̀

和
-8U

进行独立样本
3

检验)在此分组

基础上#对组内电阻抗法$

+7/09

&和光学法$

+7/0c

&两种方法

测得的血小板计数进行配对
3

检验)

A&D&B

!

_,̀

减低样本分析
!

将
_,̀

'

)(L7

的样本
$%=

例#

按
-8U

正常$

$$&'?

$

$'&'?

#

='

例&和
-8U

增大$

-8U

(

$'&'?

#

E@

例&分为两组)分别对两组的
_,̀

和
-8U

平均

值进行独立样本
3

检验)在以上分组基础上#对组内电阻抗法

$

+7/09

&和光学法$

+7/0c

&两种方法测得的血小板计数进行

配对
3

检验)

B

!

结
!!

果

B&A

!

_,̀

正常组分析

B&A&A

!

红细胞参数
-8U

对
_,̀

的影响
!

按
-8U

不同分

组后#进行组间
_,̀

比较#

-8U

正常组$

)@&()i=&%@@

&

L7

#

-8U

增大组$

)E&E)i=&)('

&

L7

)经
3

检验#

3j$&=A@

#

Ij

(&$===

(

(&('

#两组的
_,̀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A&B

!

红细胞参数
-8U

对
+7/

计数的影响
!

见表
$

)

表
$

!!

_,̀

正常样本按
-8U

分组后组内两种方法

!!

血小板计数结果比较

方法
-8U

正常$

)=

例&

-8U

增大$

*A

例&

+7/0c

$

>$(

@

"

7

&

%=%&$iAE&( %'@&%i$(*&E

+7/09

$

>$(

@

"

7

&

%*@&*iA@&$ %E*&=i$$(&=

对各组内每个样本由电阻抗法$

+7/09

&和光学法$

+7/0

c

&两种方法测得的血小板计数进行配对
3

检验#

-8U

正常组

3j$&*A=

#

Ij(&$EA%

(

(&('

#两种方法计数血小板的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8U

增大组两种方法血小板计数结果

3j*&E@@

#

Ij(&(((A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电阻抗法比

光学法平均约高
'&'?

)结果显示#对于
_,̀

正常的样本#

-8U

增大组电阻抗法计数血小板比光学法高#这一显著差异

与
-8U

增大有关#而与
_,̀

无关)

B&B

!

_,̀

减低组分析
!

红细胞参数
-8U

对
_,̀

的影响

-8U

正常组$

E=&)@i'&A=$

&

L7

#

-8U

增大组$

A@&%$iA&@''

&

L7

#两组
_,̀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8U

增

大组
_,̀

更低)红细胞参数
-8U

对
+7/

计数的影响见

表
%

)

表
%

!!

_,̀

减低样本按
-8U

分组后组内两种方法

!!

血小板计数结果比较

方法
-8U

正常$

='

例&

-8U

增大$

E@

例&

+7/0c

$

>$(

@

"

7

&

*(E&Ei$(@&A *=$&Ei$'A&*

+7/09

$

>$(

@

"

7

&

*()&%i$$%&$ *A=&)i$A)&%

3 (&$$=$ =&$A@

I (&@(@E

(

(&('

'

(&((($

'

(&('

通过对
_,̀

小于
)(L7

样本按
-8U

正常和增大分组

后#各组内每样本由
+7/09

和
+7/0c

两种方法测得的血小板

计数值进行配对
3

检验#

-8U

正常组两种方法计数血小板的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8U

增大组两种方法血小板计数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电阻抗法比光学法平均高
A&)?

)对

于
_,̀

小于
)(L7

的样本#单纯的
_,̀

减低并不引起
+7/0

c

和
+7/09

法计数血小板的差异#而
-8U

的增大却会使得

+7/09

法计数血小板的升高)这与
_,̀

正常的样本结果

一致)

C

!

讨
!!

论

:

N

CIFG\.0'(((

在红细胞"血小板检测通道采用鞘流电

阻抗$

+7/09

&*在网织红细胞检测通道采用荧光染色结合流式

法两种方法$

+7/0c

&计数血小板)鞘流电阻抗法能有效避免

细胞重叠*侧向或返流通过检测部产生的脉冲误差#使检测结

果重复性好#精密度高#并可得出直方图报告)在网织红细胞

检测通道的激光流式法因采用了
8S;

"

-S;

核酸荧光染色#

因此对一些临床特殊样本如出现较多的细胞碎片*小红细胞*

巨大血小板样本时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E0)

(

)

-6,

"

+7/09

电阻抗法每次可检测
%(

$

%'

万个细胞#而

-./

"

+7/0c

通道内激光法每次却只能计数
A((((

个细胞#其

中血小板
*(((

个#电阻抗法的血小板数目的准确性与重复性

比较好)而激光法对血小板的形态鉴别能力强#是染色后通过

激光辨认的#异常标本中的小红细胞*白细胞碎片或血小板数

目较少时#激光法能更准确地将血小板鉴别出来#克服了电阻

抗法计数血小板的干扰)

小红细胞一直被认为是引起电阻抗法和光学法计数血小

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比较发现#无论是
_,̀

正

常或
_,̀

小于
)(L7

的分组中#若
-8U

正常#

+7/0c

和

+7/09

法计数血小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单纯的小红

细胞并不引起
+7/09

法血小板计数的假性升高#这与以往的

结论并不相同'

@

(

)而无论
_,̀

正常或
_,̀

小于
)(L7

的分

组#若
-8U

增大#则
+7/09

法计数血小板较
+7/0c

法升高)

这说明
-8U

是引起两种方法计数血小板差异的更重要和更

直接的因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_,̀

减低组#

-8U

的增大

与
_,̀

进一步减低有关#这说明小红细胞$

A@&%$iA&@''

&

L7

更易引起
-8U

的升高#从而间接引起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的

假性升高)

-8U

反映所测标本中红细胞体积大小的异质程度#常用

变异系数$

BK

&表示)

-8U

的异常$主要是增高&可能由于红

细胞碎片*红细胞凝集或双相性红细胞引起)临床上最常见的

-8U

增高原因是红细胞碎片#这可见于缺铁性贫血*重型
!

0

珠

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骨髓纤维化*铁粒幼细胞贫血和样本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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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处理不当等'

$(

(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以上的病例中#或

者说当
-8U

大于参考区间上限时#需要考虑
+7/09

法计数血

小板假性升高#此时#应采用
+7/0c

来检测血小板参数#为临

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效的检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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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支气管镜刷检物及灌洗液与痰标本细胞学检查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

杭国琴!李
!

沛!许
!

云!苏大林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刷检物(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液(痰三种标本细胞学检查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

收集

$$A

例经上述三种细胞学检查为阳性并经临床及有关资料"

\

线片(

6

超(

,/

(

_-9

(内窥镜(病理活检(肿瘤标志物等$确诊为原发

性肺癌的病例资料!对三种标本细胞学检查结果阳性率进行分析%结果
!

纤维支气管镜刷检物检出阳性率为
)'&*?

#纤维支气

管镜灌洗液检出阳性率
AE&%?

#痰检出阳性率为
%'&@?

!刷检物结合灌洗液检出阳性率为
@(&'?

!三种标本结合检出阳性率为

@=&(?

%结论
!

三种标本结合检查对肺癌检出阳性率最高%

关键词"肺肿瘤#

!

支气管镜检查#

!

痰#

!

细胞学检查

!"#

!

$(&*@A@

"

B

&5CCD&$AE*0=$*(&%($%&$=&(=A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AE*0=$*(

"

%($%

$

$=0$E'%0(%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恶性肿瘤发

病率不断提高)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上升

速度居各种肿瘤之首'

$

(

#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

病)肺癌的治疗效果关键在于该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

期治疗)对于影像学检查发现肿块的疑似肺癌的患者往往需

要通过各种细胞学和病理学来确诊)纤维支气管镜自
$@AE

年

应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肺癌的确诊率'

%

(

)本文收集
$$A

例肺

癌患者资料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探讨纤维支气管镜刷检物$刷

检物&*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液$灌洗液&*痰细胞学对肺癌诊断的

阳性率)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同时进行

纤维支气管镜刷检物*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液*痰三种标本细胞

学检查的肺癌病例
$$A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E

例%

年龄
=%

$

)'

岁#平均
'@

岁)该
$$A

例经临床及有关资料$

\

线片*

6

超*

,/

*

_-9

*内窥镜*病理活检*肿瘤标志物等&均确

诊为肺癌)

A&B

!

仪器与试剂
!

c4

N

I

"

MC6d%A(

型纤维支气管镜%

!/$(0$

高速台式离心机%

c4

N

I

"

MC6\=$

显微镜%瑞氏
0

姬姆萨染色液)

A&C

!

方法

A&C&A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

$

&刷检物!患者术前进行心电图*

血常规*凝血常规*肺功能*

W9̀

等检查#符合纤维支气管镜检

查条件者签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同意书后#

%?

利多卡因雾化吸

入以麻醉咽喉部及鼻腔部#采用
c4

N

I

"

MC6d%A(

型纤维支气

管镜#按常规操作过程取材#刷检物涂片
*

$

'

张送检)$

%

&灌

洗液!患者于刷检物取出后用
(&@?

无菌生理盐水多次冲洗#

然后回收其灌洗液送检)经高速*快速离心后#留取沉淀物涂

片
*

$

'

张)$

*

&痰细胞学检查!嘱患者早晨漱口后#用力咳嗽#

从肺部深部咳出的痰于容器中立即送检#选择带血丝的*血块

的*灰白色等异常痰标本制作涂片
*

张)连续送检
*#

)

A&C&B

!

染色*镜检
!

将三种标本制作的涂片均采用瑞氏
0

姬姆

萨染色后镜检)

A&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显著性检验采用
*

% 检验#

I

'

(&('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A

例中经刷检物确诊
@@

例#阳性率为
)'&*?

%灌洗液确

诊
E)

例#阳性率为
AE&%?

%痰确诊
*(

例#阳性率为
%'&@?

%刷

检物结合灌洗液确诊
$('

例#阳性率
@(&'?

%刷检物*灌洗液*

痰三种标本结合检查确诊
$(@

例#阳性率
@=&(?

)见表
$

)如

表
$

所示#刷检物组与灌洗液组及痰标本组相比#经
*

% 检验#

I

'

(&('

#肺癌检出阳性率有显著差异#说明纤维支气管镜刷

检物检查在肺癌诊断中效果优于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液和痰标

本细胞学检查)三种方法结合组与刷检物组相比#经
*

% 检验#

I

'

(&('

#肺癌检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纤维支气

管镜刷检物*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液*痰三种标本联合检查在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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