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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采用电阻法和激光技术相结合

的原理#运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分析系统结合核酸荧光染色

技术#对全血细胞进行计数和白细胞分类'当仪器在分类过程

中遇有异常细胞时会在其信息栏内自动报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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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装配套的质控

物#每个工作日随机测定质控物#均在控后方可进行当天的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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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操作规程进行检测#当检测过程中出

现.原始细胞/(.幼稚粒细胞/(.异型淋巴细胞/(.核左移/和

.有核红细胞/等任意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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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信息时#需进行人工显

微镜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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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显微镜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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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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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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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

学分析#配对资料比较采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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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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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对异常血细胞报警灵敏度为
$((&(3

#特异性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U7@V-<FW?I

!

V:C

G

%($+

!

X9C&)2

!

R9&$'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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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阴性预测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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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白细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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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信息

与人工显微镜分类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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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显微镜复检为.金标准/#血细

胞分析仪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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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信息时#人工显微镜复检未见异

常细胞#白细胞分类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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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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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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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和人工显微镜复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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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以其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

可信度较高等优点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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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常情况下#血细胞分析

仪虽然无法提供完全可靠的白细胞分类计数数据#但仪器主机

电脑屏幕上提供了大量的警示信息和供参考的参数#如
cC<

K

直方图(

_Ucc

散射图(

UW`

散射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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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检验技术

人员可根据仪器警示信息和复检规则从大量的标本中挑出需

要显微镜复检的标本#这样既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也提高了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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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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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血液标本中#白

细胞分类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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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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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仪对异常血细胞报警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

预测值分别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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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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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性能良好#对异常细胞有较高检出率#但

仪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显微镜检查'

复检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检验人员根据
a8cC<

K

报

警信息对标本加以挑选#剔除正常和无需复检的样本#将有限

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确实需要仔细复查的标本上#为临床提供更

真实(更准确的疾病诊断(治疗的依据和观察指标#以减少或杜

绝误诊和漏诊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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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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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报警信息中#提示异

型淋巴细胞的标本数最多$

$2/

例&#与人工镜检相符率为

2'&$3

#主要见于肿瘤患者(术后患者(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

喘(风湿病以及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与镜检不符
2(

例#可

能是由于大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与异型淋巴细胞的体积(颗粒

及染色质疏松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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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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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报警信息

提示幼稚粒细胞
$%/

例#人工镜检符合率仅
'/&%3

#主要见于

炎症(术后(肿瘤患者和严重肝病等'原始粒细胞的报警率最

低#阳性率也低#共有
%

例确诊为血液病'在
a8cC<

K

可疑报警

信息提示核左移的
1+

例标本中#在
%((.

%

a8c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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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疑报警信息时的人工涂片复检符合率明显高于血细胞分析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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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cC<

K&

%((.

可疑报警信息的符合率$

1+&23

和

/+&3

&'主要见于各类感染#尤其是化脓菌引起的急性感染'

在
a8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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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报警信息提示有核红细胞
)2

例标本中#人工镜

检阳性
%+

例#主要见于溶血性贫血(消化道出血和多发性骨髓

瘤'由于
f"8$*((5

分析仪不具有
R,NQ

通道#缺乏有核红细

胞识别能力#假阳性率达
))&23

#这主要与病理情况下细胞大

小(形态及内容物发生改变#仪器检测时阻抗"散射光及荧光信

号发生不规则改变所导致的误认和误报警有关%也有可能是因

为血小板聚集或巨大血小板等因素引起计数上的误差#其机制

有待进一步探讨)

*81

*

'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发现#高质量的.镜

检/还能为临床提供一些血细胞分析仪所不能提供的有价值的

信息#如寄生虫(中毒颗粒(空泡变性(核变性(核分叶情况(

!:?=

小体(

_9AC?

小体和
,5I?=Z

细胞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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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实际

工作中#只有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给临床提供全面(准确

可靠的检验报告'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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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白细胞分类报警系统

$

a8cC<

K

&灵敏度高#异常
a8cC<

K

报警的标本必须人工显微镜

复检#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诊断信息'

参考文献

)

$

* 马兴璇#金晓棠
&f"8$*((5

血液分析仪白细胞分类异常报警可靠

性评价)

V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8'$+&

)

%

* 叶应妩#王毓三#中子瑜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W

*

&)

版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

%12&

)

)

*

QC575D<C<7I-<F9=<@9=

G

Z@<7I<=I6U76@5@:@?&P%(8!%,?E?=?7D?

C?:b9D

G

@?

$

\NQ

&

I5EE?=?7@5<CD9:7@

$

B

=9

B

9=@597<C

&

<7I?H<C:<@597

9E576@=:;?7@<C;?@A9I6

%

<

BB

=9H?I6@<7I<=I86?D97I?I5@597

)

Z

*

&

\<

G

7?

#

#!

#

.Z!

!

Q-ZU

#

%((/

!

%/&

)

'

* 丛玉隆#孙芾#陈宝梁
&

当代血液分析技术与临床)

W

*

&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

$11/

!

'(8+*&

)

+

* 张霞
&Z

G

6;?Of"8$*((5

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不分类报警信息与

镜检结果对比分析)

V

*

&

中国医药导报#

%($(

#

1

$

$

&!

/(8/%&

)

2

* 陈桂兰#罗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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