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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本院住院的患者的血

液标本３８６例，入选标准为光学法血小板计数结果不超过４０×

１０９／Ｌ。检测所用的主要仪器及试剂包括美国雅培ＣＤ３２００全

自动血细胞计数仪及其配套试剂、法国 ＡＢＸＭｉｃｒｏｓ６０三分类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显微镜、乙

二胺四乙酸（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ＥＤＴＡ）真空采血

管、枸橼酸钠真空采血管、改良牛鲍计数板、贝索公司瑞氏姬

姆萨染液（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自配草酸胺血小板

稀释液等。

入选血液标本全部进行三分类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

显微镜人工血小板计数、血涂片染色法血小板计数。显微镜人

工血小板计数采用草酸胺稀释液在改良牛鲍计数板上进行［１］，

将其结果作为参考。血涂片染色法血小板计数的操作方法：将

血液标本推片，晾干后进行瑞氏姬姆萨染色，油镜下读片。

联合检验发现，在３８６例采用光学法检测的低血小板计数

中，有７例为血小板假性减少，这些标本用上述其他３种方法

检测，显示的检测结果都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将这７例患者

重新采血，每例患者同时采血２份，一份用ＥＤＴＡ抗凝，另一

份用枸橼酸钠抗凝。再用光学法检测血小板，并用血涂片染色

法观察血小板的分布情况。

ＥＤＴＡ抗凝的７例血液标本，光学法血小板计数结果仍不

超过４０×１０９／Ｌ，血小板体积分布图显示血小板峰有一定的高

度和宽度，曲线底部变宽，重心右移，表面上看，这种高度和宽

度的血小板曲线并不低，但血小板主峰不在计数范围的虚线

内，计数范围内的只是主峰左侧的很少部分（图１左），这与一

般标本的血小板体积分布图（图１右）不同。

枸橼酸钠抗凝的７例标本，光学法血小板计数结果乘以稀

释倍数（１．１１），其结果与显微镜人工血小板计数结果相符，用

ＥＤＴＡ抗凝的标本涂片后染色，油镜下有６例标本的血小板聚

集成团，１例标本的血小板黏附在中性粒细胞上形成“血小板

卫星现象”。

２种方法抗凝的７例标本，采用三分类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计数的结果与显微镜人工血小板计数结果相符。用光学法

检测血小板计数不超过４０×１０９／Ｌ的标本，发生血小板假性减

少的比例为１．８３％。

　　左：血小板假性减少标本；右：一般血液标本；箭头：虚线内为计数

范围。

图１　　血小板体积分布图

２　讨　　论

在ＥＤＴＡ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ＥＤＴ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ｓｅｕ

ｄｏ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ＥＤＰ）中，由于ＥＤＴＡ抗凝血中的ＥＤＴＡ

诱导了血小板的特殊蛋白，使血小板发生凝集，此时，在全自动

血细胞计数仪上检测时，血小板发生假性减少，这在患者或健

康人群中都可能发生。本文中的７例血小板假性减少正是因

为发生了ＥＤＰ。由于ＥＤＴＡ抗凝血中血小板聚集呈大小不等

的团块，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将这些凝集团块作为白细胞进行

计数，这样血小板计数结果将假性减少，而白细胞数量增加［２］。

另外，黏附于中性粒细胞上的血小板易被误计为白细胞，这也

造成了血小板的假性减少［３］。Ｂｒａｇａｇｎｉ等
［４］认为，ＥＤＴＡ可导

致血小板活化，使血小板形态由正常的圆盘形变为圆球形，这

改变了血小板膜表面某种隐匿性抗原的构象，抗原构象改变后

与存在于血浆中的自身抗体结合，激活细胞膜中的磷脂酶 Ａ２

和磷脂酶Ｃ，水解血小板膜磷脂并释放花生四烯酸、５羟色胺、

胶原、凝血酶原、内源性钙离子等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又能

活化血小板纤维蛋白原受体，促使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原聚集成

团，出现使血小板相互凝集的现象。有文献报道，ＥＤＰ患者

ＥＤＴＡ抗凝的标本若能得到即刻检测，则检测结果不会受到影

响［５］。有研究者认为光学法可作为低血小板标本的复检方

法［６］；也有研究者认为标本中的大血小板、血小板黏附、红细胞

碎片、白细胞碎片、异常血象等会引起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的

假报警，同时，血小板聚集的复杂性也使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

在识别血小板聚集方面不够完善，不能给出完全正确的信

息［７］。笔者认为先进的仪器无法准确替代人工显微镜，只有人

工血小板计数或血涂片染色法血小板计数才能作为复检血小

板的方法。总之，每个实验室都应制定严格的人工复检规则，

以保证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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