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型)

其次#低渗技术是染色体培养中的光键环节#低渗时间长

短关系到分散的好坏)处理时间多长#将导致细胞膜过早破

裂#造成分裂中期细胞丢失%处理时间过短#细胞膨胀不足#则

染色体分散不佳)低渗处理适当#所得染色体分散度好#轮廓

清楚#可染色强#在显带染色时能很好地显示带型特征'

5

(

)因

此#笔者将本室常规制备低渗时间
+/%8:

改良为
).%8:

#获得

染色体的分散度好#可染色性强#带型显示稳定#同时也提高了

工作效率)

再次#预固定也是染色体制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桂俊

豪等'

$

(的研究表明#当预固定液剂量占总体积的
),*.3

*

*,

./3

或
+,6.3

时#染色体分散质量较好#可用核型多%预固定

液比例大于或等于
2,*.3

可导致细胞间相互粘连#且染色体

间相互积聚的倾向更为明显)因此#笔者将原来的预固定液剂

量由
*%W

改良为
.//

%

W

#约占总体积的
+,6.3

#处理后发现

较少的预固定液能够获得更加干净的沉淀和良好的分散度#经

过统计学分析表明#改良后染色体的分散度与改良前有明显差

异)

固定应彻底#吹打不要太用力#以免细胞破裂#染色体丢

失)若固定不彻底#染色体分散不佳#可重复固定或延长固定

时间)

最后#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改良后的方法在各个方面都

优于常规操作方法)该法不仅在染色体的质量上有了大大的

提升#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值得广泛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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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浆膜腔积液的可比性研究

贺端明!蓝惠森!江雁琼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广东广州
.)/6//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
P

?

9%@A M̀#.///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及手工法使用改良牛鲍计数板对浆膜腔积液细胞进行检测的差

异!分析这两种方法的可比性&方法
!

随机取患者送检的浆膜腔积液液标本
.5

份!在
M̀#.///

的体液模式下检测白细胞%红细胞

及白细胞分类!对仪器法与手工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用
P"PP)+,/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并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
!

M̀#.///

在总体标本检测中!白细胞%红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与手工法结果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性分析显示*白细胞计数
3o/,$5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

!多个核细胞
3o/,.5

&白细胞数大于

或等于
*/Y)/

2

'

W

的标本检测中!各项目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白细胞计数
3o/,$5

!红细胞

计数
3o/,2*

!单个核细胞
3o/,6+

!多个核细胞
3o/,6+

&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的标本检测中!各项目的两种方法检测结果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

&

/,/.

$!相关性分析*白细胞计数
3o/,+)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5

!多个核细胞
3

o/,./

&在红细胞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的标本检测中!各项目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

&

/,/.

$!相关性分析*白细胞计数
3o/,$$

!红细胞计数
3o/,-2

!单个核细胞
3o/,5/

!多个核细胞
3o/,5/

&在红细胞数小于

)///Y)/

2

'

W

的标本经检测中!各项目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性分析*白细胞计数
3o

/,$6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6

!多个核细胞
3o/,+/

&结论
!

M̀#.///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有较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特别是对于白细胞数较多的体液标本!可以部分代替人工镜检进行白细胞计数及分类&

关键词"浆膜腔积液#

!

M̀#.///

血液分析仪#

!

手工法

!"#

!

)/,+$2$

"

7

,899:,)26+#-)+/,*/).,)6,/-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6+#-)+/

"

*/).

$

)6#*.2/#/+

!!

P

?

9%@A M̀#.///

血细胞分析仪采用电阻抗和流式激光原

理#根据电阻脉冲*前向散射光强度和宽度*荧光强度和宽度对

标本中所有有形成分进行检测#可定量测定标本中的白细胞*

红细胞及白细胞分类)除此之外#

M̀#.///

还提供了一些研究

参数#如高荧光细胞比率及其散点图#对肿瘤细胞的筛查有很

大的意义'

)#*

(

)浆膜腔积液常规检测对各类胸腹水的诊断*治

疗及预后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一直以来都采用手工法进行红细

胞计数及白细胞计数和分类#操作繁琐#不同检测者测定结果

不一#重复性较差#使实验室之间的可比性差#不利于建立实验

室间质量评价#影响临床医师对患者资料的分析'

+

(

)而
P

?

9#

%@A M̀#.///

血液分析仪带有体液模式#若运用于临床检测#

则可方便*快速*准确地向临床医生报告结果#更好*更快地服

务于患者)为此#本研究通过
.5

份体液标本建立实验#对手工

法与仪器法进行对比#为
P

?

9%@A M̀#.///

血液分析仪应用于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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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快速*成批量检测体液常规提供依据)

C

!

材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来源随机选取
.5

份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五医院临床医师采集的无凝块浆膜腔积液标本#

MU0(#_

*

抗

凝管收集标本后及时送检)

C,D

!

仪器与试剂
!

P

?

9%@A M̀#.///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简称

M̀#.///

&及配套试剂校准品质控品购自日本
P

?

9%@A

公司%奥

林巴斯
_̀ *)

光学显微镜%改良牛鲍氏血细胞计数板%冰醋酸

溶液)

C,E

!

方法
!

在标本采集后
)K

内完成实验并记录结果)

C,E,C

!

M̀#.///

检测
!

取浆膜腔积液标本严格按照
M̀#.///

操作手册进行检测#将标本轻轻混匀后在体液模式下进行检

测)

M̀#.///

利用电阻抗法测定红细胞数#利用核酸荧光染色

流式细胞法检测有核细胞并对其进行分类)分析前采用仪器

配套质控物检测#仪器性能符合要求)

C,E,D

!

手工法检测
!

标本充分混匀后#冲池静置
.%8:

后用

光学显微镜对标本进行总细胞计数#每份标本检测
*

次#结果

取其平均值%白细胞分类计算先用无水乙醇清洗洁净试管的试

管壁#并甩干#加入一滴样本#静置
).%8:

使其充分反应后冲

池镜检#每份标本检测
*

次)操作过程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第
+

版中的体液细胞计算操作指南)

C,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6,/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处理#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4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EC9;:

相

关#以
*

o/,/.

为显著性检验水准#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D

!

结
!!

果

D,C

!

对总体标本检测的比较
!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总体标本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项目
3 4 !

白细胞
/,$5 /,.$ /,.2

红细胞
/,.* ),+/ /,*)

单个核细胞
/,-* ),.. /,)+

多个核细胞
/,.5 /,./ /,2*

D,D

!

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标本检测的比较
!

总体

标本中#

6$3

标本中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对其标

本中各细胞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

标本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项目
3 4 !

白细胞
/,$5 /,.2 /,.5

红细胞
/,2* ),+6 /,)5

单个核细胞
/,6+ ),// /,++

多个核细胞
/,6+ /,$5 /,+-

D,E

!

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标本检测的比较
!

总体标本

中#

*/3

标本中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对其标本中各细胞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见表
+

)

D,H

!

红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标本检测的比较
!

总体标本中#

2*3

的标本中红细胞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

2

"

W

#对其标本中各细胞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

标本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项目
3 4 !

白细胞
/,+) ),// /,+2

红细胞
/,$$ /,$* /,-/

单个核细胞
/,)5 /,66 /,-5

多个核细胞
/,./ ),6-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红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

标本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项目
3 4 !

白细胞
/,$$ /,2$ /,./

红细胞
/,-2 ),+* /,*/

单个核细胞
/,5/ ),-+ /,)6

多个核细胞
/,5/ /,+/ /,66

D,I

!

红细胞数小于
)///Y)/

2

"

W

标本检测的比较
!

总体标

本中#

+53

标本红细胞数小于
)///Y)/

2

"

W

#对其标本中各细

胞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红细胞数小于
)///Y)/

2

%

W

!!!

标本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项目
3 4 !

白细胞
/,$6 /,.$ /,.6

红细胞
/,// *,/- /,/6

单个核细胞
/,/6 ),/) /,+-

多个核细胞
/,+/ ),6. /,-2

E

!

讨
!!

论

从总体上分析#白细胞*红细胞及白细胞分类两法测定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方法结果相关性研究中!

白细胞计数
3o/,$5

#红细胞计数
3o/,.*

#单个核细胞
3o

/,-*

#多个核细胞
3o/,.5

#除白细胞以两种方法测定的相关

性高以外#其他的相关性均较低)若所有体液标本直接用仪器

分析#一些标本的真实结果会得不到确切的反映#因而
M̀#

.///

测定体液标本的结果要有选择地发报告'

-#.

(

)

以白细胞数
*/Y)/

2

"

W

为标准进行统计分析#在收集的

.5

份标本中#其中
-2

份标本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

占总标本的
6$3

#

)*

份标本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占总标

本的
*)3

)两组在白细胞*红细胞及白细胞分类两法测定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方法结果相关性研究中!

白细胞高值标本的检测中白细胞计数
3o/,$5

#红细胞计数

3o/,2*

#单个核细胞
3o/,6+

#多个核细胞
3o/,6+

%白细胞低

值标本的检测中白细胞计数
3o/,+)

#红细胞计数
3o/,$$

#单

个核细胞
3o/,)5

#多个核细胞
3o/,./

)从数据上#可以直观

地看出#当标本中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时#无论是

手工数细胞还是由
M̀#.///

分析得出的红细胞*白细胞计数

和白细胞分类在统计学上无差异#且都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当

标本中白细胞数小于
*/Y)/

2

"

W

时#各细胞计数虽然统计学上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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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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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但在相关性分析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区别#而红细胞数

的相关系数却接近于
)

#但对于这一可信度还需进一步实验统

计#因为低值标本量偏少)从这一方法比较分析中#不难得出#

以白细胞为标准#对于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的标

本#可以以仪器所得结果发出报告%对于白细胞数小于
*/Y

)/

2

"

W

的标本#应该谨慎处理#不能以仪器所得结果发出报告#

需予以复查)

以红细胞数
)///Y)/

2

"

W

为标准进行统计分析#在收集

的
.5

份标本中#其中
+2

份标本红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

2

"

W

#占总标本的
2*3

#

**

份标本红细胞数小于
)///Y

)/

2

"

W

#占总标本的
+53

)两组在白细胞*红细胞及白细胞分

类两法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方法结果相

关性研究中!红细胞高值标本的检测中白细胞计数
3o/,$$

#

红细胞计数
3o/,-2

#单个核细胞
3o/,5/

#多个核细胞
3o/,

5/

%低值标本检测中白细胞计数
3o/,$6

#红细胞计数
3o/,

//

#单个核细胞
3o/,/6

#多个核细胞
3o/,+/

)所得数据显

示#红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Y)/

2

"

W

的标本中#白细胞及其

分类的相关性都是比较好的#而红细胞本身的相关系数却不太

理想%在红细胞数小于
)///Y)/

2

"

W

的标本中#白细胞计数相

关性也比较高#白细胞的分类却很低%红细胞计数于两种方法

比较无相关性#所以对于仪器测得红细胞计数小于
)///Y

)/

2

"

W

的标本要予以手工复查#要以手工显微镜下计数所得为

标准)

浆膜腔积液常规检查一般包括物理检查*细胞学检查*化

学检查*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异常细胞等)白细胞计数及

分类提示积液性质*有无炎症%红细胞估计出血类型和时间%异

常细胞提示肿瘤*确定诊疗方案*判断愈后情况)目前#手工计

数是体液标本细胞计数的常规方法#虽然是金标准#但是用仪

器检测可以避免人为误差#提高检测速度等优点#所以仪器检

测体液标本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

(

)从研究结果得出#以白细

胞数为标准对标本进行分类时#仪器对标本的检测结果相对于

以红细胞为标准更有价值)所以当标本中白细胞数大于或等

于
*/Y)/

2

"

W

时#结果的可信度高#可以直接报告临床#而白细

胞低值的标本需要手工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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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W0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0

$%谷氨酰氨基转移酶"

]]0

$检测在肝脏疾病诊

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取
)*/

例肝病患者作为患者组!

22

例健康体检合格人群作为对照组!采用东芝
)*/

全自生化分析仪

分别检测其血清
(W0

%

(P0

和
]]0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患者组血清
(W0

%

(P0

和
]]0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升

高!与对照组比较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0

在不同类型的肝脏疾病中均有明显升高"

!

#

/,/.

$!

]]0

'

(W0

在肝硬化!重症肝炎中有显著升高"

!

#

/,/.

$!在肝癌或肝癌转移患者中也明显升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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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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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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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是协助诊断肝脏疾病的良好指标&

关键词"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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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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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基转移酶$

]]0

&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中#肾内

最多#其次为胰和肝#胚胎期则以肝内最多#在肝内主要分布于

肝细胞胞质和肝内胆管上皮细胞中#健康人血清中
]]0

主要

来自肝脏#

]]0

是肝功检查项目之一%转氨酶是肝脏内的一种

正常酶类#通常情况下出现在血液中的量是比较少的#在肝脏

细胞有破坏或是损伤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转氨酶的增高#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W0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0

&是临床

诊断肝胆疾病的重要的转氨酶#同样也是重要的肝功能检查项

目)为了探讨它们在临床诊断与治疗肝胆疾病中的价值#笔者

就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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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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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肝脏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估中

的临床价值作进一步的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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