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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动态血沉仪的应用评价与参考区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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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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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建立
ÎV,$)

型全自动动态血沉仪的参考区间'方法
"

将仪器法与魏氏法进行比对评价!然后对
'))

例

健康体检者按性别&年龄分组'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组合并!符合正态分布时用
FN"7455

确定参考区间!不符合正态性分布用

4&M

百分位数法确定参考区间'结果
"

经比对评价!仪器法与魏氏法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_"%5"'

!

!_)%"##

%'健康人群红

细胞沉降率"

ÎV

%的频数分布不符合正态性!性别间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_`#%4&5

!

!_)%))$

%'

ÎV

有随年龄增加而加

快的趋势!最终确定的参考区间为!男"

(

5)

岁%

)

!

#$%)CC

(

*

$男"

$

5)

岁%

)

!

$8%)CC

(

*

!女
)

!

$8%)CC

(

*

'结论
"

仪器法与

魏氏法结果可比性良好!适合临床实验室应用!健康人群的
ÎV

参考区间与以往文献所载有较大差别!应引起检验人员与临床医

师的关注'

关键词"血沉$

"

设备和供应$

"

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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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沉降率$

ÎV

&是临床实验室应用非常普遍的一个

检验项目)

",#

*

'传统的
ÎV

检测方法是魏氏法)

$

*

#该方法操作

简单#但检测结果易受抗凝剂稀释#

ÎV

沉降管内径(长度(材

料差异(环境温度的差异#红细胞压积等潜在因素影响#并且不

易大规模操作'自动化血沉仪的应用避免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为了解
ÎV,$)

型全自动动态血沉仪检测$下称仪器法&结果

的可靠性#本实验首先对仪器法与魏氏法进行比对评价#然后

对健康人群的参考值进行调查#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健康体检者
'))

例#男女各
())

例#年龄
)

!

')

岁'按性别和年龄分组分为!

#

#)

(

#)

!

()

岁(

$

()

!

5)

(

$

5)

岁组#男女共
'

组'

@%A

"

标本采集
"

清晨取坐位#肘静脉采血#用含有
)%$#CL

枸橼酸钠抗凝剂$

")4CC9=

"

L

&的真空采血管#采血至
#

条标

志线之间$采血量约
"%#'CL

&#慢慢颠倒混合
&

!

8

次#充分混

匀#室温保存#在
#*

内测定'测定前再次混匀
&

!

8

次#避免

气泡'

@%B

"

方法
"

ÎV,$)

型全自动动态血沉仪及配套检测管#由上

海迅达医疗仪器有限公司提供'该仪器能同步对
$)

个测试管

进行
ÎV

分析#动态记录
$)C7/

$对应魏氏法
"*

&或
5)C7/

$对应魏氏法
#*

&

ÎV

变化过程#绘出红细胞沉降曲线#换算

出校正至
"'b

时的魏氏法
ÎV

结果'对仪器法与魏氏法进

行比对'按仪器要求操作#记录
$)C7/

$对应魏氏法
"*

&

ÎV

结果'

@%F

"

统计学处理
"

首先对各组的频数分布进行正态性检验#

符合正态性分布时#组间差异采用
2

检验和
I

检验#用
FN

"7455

确定参考区间'不符合正态性分布时#采用非参数

R@//,T*7?/:

F

K

检验#用
4&M

百分位数法确定参考区间'检

+

(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

!/?QL@GR:3

!

I:

<

?:CG:>#)"#

!

P9=%$$

!

S9%"8



验水准
,

取
)%)&

#采用
;̂-:=#))$

和
I2II"5%)

统计软件'

A

"

结
""

果

A%@

"

仪器法与魏氏法比对结果
"

仪器法和魏氏法检测
ÎV

分别为$

$)%&&N"8%$(

&($

#4%#)N"8%$5

&

CC

"

*

#两种方法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_"%5"'

#

!_)%"##

&'

A%A

"

仪器法参考区间调查

A%A%@

"

'))

例健康体检者分性别各年龄组基本统计结果
"

见

表
"

'各组的频数分布均不符合正态性$

!

为
)%)))

!

)%)#4

&'

表
"

""

'))

例健康体检者仪器法测定结果

项目
男

#

#)

岁组
#)

!

()

岁组
$

()

!

5)

岁组
$

5)

岁组

女

#

#)

岁组
#)

!

()

岁组
$

()

!

5)

岁组
$

5)

岁组

ÎV

$

CC

"

*

&

'%4N&%$ ""%"N4%8 "#%)N8%( "5%$N""%) 4%8N'%" ""%$N"#%""#%)N""%5"$%$N"#%'

中位数$

CC

"

*

&

'%) 4%) ""%) "&%) '%) 8%) '%) 4%)

第
4&

百分位数$

CC

"

*

&

"4%) #&%) #5%) $8%) #'%) $4%) $&%) ()%)

\9=C9

D

9>9E,IC7>/9E

正态性检验值
)%"$) )%"(' )%)4& )%")8 )%"8' )%"45 )%"8( )%"''

! )%))) )%))) )%)#4 )%))8 )%))) )%))) )%))) )%)))

A%A%A

"

分性别各年龄组比较
"

ÎV

有随年龄增加而加快的

趋势#且男性
5)

岁以上与
5)

岁以下$含
5)

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C_`(%&8(

#

!_)%)))

&'女性
5)

岁以上与
5)

岁以下

$含
5)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_ "̀%$##

#

!_)%"'5

&'

A%A%B

"

不同性别间
ÎV

结果差异比较
"

不同性别间
ÎV

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T*7?/:

F

K_8)"8)

#

C_ #̀%4&5

#

!_)%))$

&#应分别确定参考区间'

A%A%F

"

参考区间的确定
"

男性
5)

岁以下$含
5)

岁&与
5)

岁

以上分别确定参考区间#女性各年龄组合并'由于频数分布呈

非正态性#且低值无临床意义#故采用单侧
4&M

上限为参考区

间#见表
#

'

表
#

""

仪器法的参考区间$

CC

'

*

%

组别 中位数 参考区间

男$

(

5)

岁&

4%) )

!

#$%)

男$

$

5)

岁&

"&%) )

!

$8%)

女
'%) )

!

$8%)

B

"

讨
""

论

ÎV

是指离体抗凝全血中的红细胞自然沉降的速度)

(

*

#

红细胞沉降过程是一个包括力学(流变学及细胞间相互作用的

复杂过程'影响
ÎV

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红细胞形态大小(

红细胞的变形性和聚集性(红细胞间的相互作用(红细胞压积(

血浆介质的上升流动(沉降管的倾斜度(血浆黏度(球蛋白含量

等'

ÎV

升高的最主要因素是红细胞相互重叠呈.缗钱/状或

积聚成堆'传统的
ÎV

检测采用魏氏法#被国际血液学标准

化委员会$

!KIZ

&推荐为标准方法'魏氏法操作简便但检测结

果易受采血时抗凝剂与血液的比例(血沉管内径(长度(材料差

异(环境温度差异(红细胞比积等潜在因素影响)

&,5

*

#且不易大

规模操作'

ÎV,$)

型全自动动态血沉仪避免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可

同时测定多个标本#还可以动态记录整个变化过程#绘出红细

胞沉降曲线#自动校正至
"'b

时的魏氏法结果#重复性稳定性

好#较魏氏法节约时间一半左右'经比对#仪器法与魏氏法有

较好的可比性#与文献报道一致)

8,""

*

#是适合临床实验室应用

的理想方法'但仪器法与魏氏法的参考值是否一致#人们的饮

食习惯和结构对
ÎV

的影响也未见报道'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目前健康人群
ÎV

参考区间与以前$男
)

!

"&CC

"

*

#女

)

!

#)CC

"

*

&有较大差异)

$

*

'而目前国内大多数医疗机构和

参考资料大都沿用几十年前的魏氏法的参考区间#且在应用

ÎV

参考区间时只区分性别而不对年龄加以区别#直接影响

到广大检验工作者和临床医师对检验结果的正确判断'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

ÎV

不仅性别间有差异#且与年龄有关#随年

龄的增长
ÎV

呈上升趋势#与文献报道相符)

"#,"$

*

'这或许是

因为老年人造血功能减退导致红细胞减少#血浆纤维蛋白原含

量的增加而使
ÎV

增快#应该引起检验人员和临床医师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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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红细胞沉降压积仪
#

种血

沉测定方法的评价)

Q

*

%

临床检验杂志#

#))5

#

#(

$

#

&!

"&&%

)

4

* 黄燕妮
%̂IV,$)

型全自动动态血沉分析仪的临床应用)

Q

*

%

海南

医学#

#)""

#

#$

$

")

&!

"#',"#4%

)

")

*韩呈武#刘海霞
%

全自动化血沉仪参考范围建立及临床应用评价

)

Q

*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

#

"8

$

"$

&!

#)$#%

)

""

*郑文芝#温晓艳#李立宏#等
%2>:-7=eK,#)

型自动血沉仪的应用评

价)

Q

*

%

检验医学#

#))&

#

#)

$

&

&!

(4),$4"%

)

"#

*李莉雅#陈卫宾#高锋#等
%R!KVX.̂ I."

血沉仪的应用评价及

参考区间的调查)

Q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8

#

$)

$

$

&!

$($,$(8%

)

"$

*刘冬梅#沈怡敏#王雪明
%

全自动血沉分析仪与传统魏氏法检测红

细胞沉降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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