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与短篇!

!"W,!&)&%>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原理在血常规复检中的应用

李洪文!曹青凤!曹
!

贤!付
!

裕!张洪涛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检验科!内蒙古鄂尔多斯
%)+%%%

#

!!

!"#

!

)%8-1<1

"

=

8>??@8)<+-5$)-%8&%)98&%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

"

&%)9

#

&%5-%+$5%&

!!

血细胞分析仪是对外周血异常标本的筛查工具#对于异常

结果检验人员要复核*修正'笔者通过对
-

例血常规异常结果

的分析#旨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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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原理在血常

规复核中的应用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
&%)-

!

&%)$

年本院
-

例患者的异常血

常规*血细胞散点图*血细胞涂片及其他相关信息'

?8@

!

仪器与试剂
!

!"W,!&)&%>

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Y!(U

瑞氏
5

吉姆萨染液*

Y!(U

过氧化物酶染液*生理盐水*

低速离心机'

?8A

!

方法
!

以血细胞分析仪相关原理为指导#通过对
-

例异

常血常规结果*细胞散点图进行分析#并经过相关检验方法验

证#进而高效客观正确地对血常规进行修正#为临床提供真实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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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

@8?

!

病例
)

!

门诊患者#

&&

岁#神经胶质瘤术后
)

周#到本院

复查血象#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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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显示大未染色

细胞$

2*'

%

<-8)_

*中性粒细胞占
%8)_

*淋巴细胞
-98+_

*单

核细胞
%8-_

*嗜酸性粒细胞
%8<_

*嗜碱性粒细胞
%8&_

&白

细胞过氧化物酶散点图显示
2*'

区域散点密集#中性粒细胞

区域散点缺如#嗜酸性区域散点与其他正常标本相比无明显差

异#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触

犯首次
2*'_

%

<_

涂片复检规则#外周血涂片#瑞
5

吉染色#

手工分类$计数
&%%

个有核细胞%!成熟中性粒细胞
<&8-_

*淋

巴细胞
-<8&_

*单核细胞
)89_

#见图
&

*

-

$见,国际检验医学

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手工过氧化物酶染色结果显示全

部中性粒细胞髓过氧化物酶阴性$外周血涂片显微镜下分类计

数
&%%

个粒细胞%#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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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

.论文附件/%'

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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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过氧化物酶检

测通道采用激光散射和细胞化学染色技术#散点图
e

轴反映

激光散射光强度即细胞体积#越上方表示散射光信号越强也即

细胞体积越大#

d

轴反映过氧化物酶强度指数(

&

)

#过氧化物酶

越强越靠右端'本例细胞散点图
2*'

区域有密集的细胞分

布#而粒细胞*单核细胞区域几乎没有细胞分布#粒细胞未在白

细胞髓过氧化物酶散点图的中性粒细胞区域出现#而出现在酯

酶阴性的细胞区间#而且手工涂片*瑞
5

吉染色显示粒细胞比例

正常$

<&8-_

%#综合考虑粒细胞过氧化物酶缺乏#后手工过氧

化物酶染色#粒细胞阳性率为
%

$周血计数
&%%

个粒细胞%#诊

断粒细胞髓过氧化物酶缺陷成立'

@8@

!

病例
&

!

门诊患者#血常规示嗜酸性粒细胞
&18-_

*中性

粒细胞
<&89_

*淋巴细胞
X8)_

*单核细胞
%8)_

*

7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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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43Y

%

X<8%

M

"

2

#同时触犯涂片复检规则首

次嗜酸性粒细胞大于
)%_

和首次
72.

$

X%j)%

1

"

2

的标准#

加上髓过氧化物酶散点图极度右移#涂片瑞
5

吉染色复检#外周

血显示大量异常早幼粒细胞#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网站主页.论文附件/%#与临床医生沟通得知该例患者为
#-

化疗后患者#并证实为
#-

复发'

该病例同时存在血小板减少和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增高#且

白细胞过氧化物酶散点图异常靠向右侧#以至于在边界处形成

密集的.柱状/区域#考虑该大类细胞过氧化物酶阳性指数极

高#加之
72.

严重减少#且
2*'

$大为染色细胞%比例不高#在

血液系统的疾病中最先考虑
#-

#后涂片染色镜检证实为异常

早幼粒细胞$

#-

细胞%#见图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

页.论文附件/%'

#-

属于血液病的急症#要求及时发现与治疗'该病例提

示#对于嗜酸细胞比例异常增高的病例#除了要考虑常见的变

态反应性嗜酸粒细胞增高*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

40(

%外#

还一定要警惕血液病
#-

#特别是合并血小板*红细胞*血红蛋

白减低时#一定要想到
#-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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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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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患者#血常规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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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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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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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

胞血红蛋白浓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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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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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离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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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重度乳糜血#见图
X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

页.论文附件/%'吸去上层血浆#加入等量生理盐水#轻柔充分

混匀#离心#反复
-

次#混匀后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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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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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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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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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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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期间的误差#把

红细胞相关结果按处理后的报告#其他结果按原始数值报告#

并在检验意见处标注!重度脂血#结果已校正'

西门子
&)&%>

血细胞分析仪血红蛋白检测方法是从国际

标准血液学委员会$

,'(4

%推荐的手工氰化物检测血红蛋白的

方法改良而来#根据吸光度计算得到#因此过度脂血*乳糜微粒

的样品会干扰
43Y

检测结果#使血红蛋白的结果升高#

#'4'

也升高#由于这些干扰物不会影响来自红细胞检测方

法的逐个细胞的血红蛋白浓度#所以
'4'#

值不受影响#所以

当
'4'#

正常而
#'4'

异常增高$两者均高于
&%

M

"

2

%则提

示乳糜血的可能'由于血常规测定的是全血#不易发现乳糜标

本#因此上述指标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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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病例
)

表现为
2*'

异常增高#类似白血病血象#最后确证

为粒细胞髓过氧化物酶缺乏症&病例
&

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比

例异常增高#实际为
#-

复发血象&病例
-

表现为高
43Y

#实

际为中毒乳糜干扰导致的
43Y

假性增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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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是西门子公司高端的血球分

析产品#分别采用流体细胞学原理*

#,0

光散射理论*整合流

路系统理念*白细胞过氧化物酶分类原理*红细胞.球形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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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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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血小板二维原理#在各类贫血*白血病(

&

)

*粒细胞酯酶缺乏

症(

-

)等许多疾病中显示独特的散点图和参数#对血常规日常复

检及疾病的判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深入理解各个

参数的检测原理#并在日常血常规复检中科学应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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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婴幼儿嗜肺军团菌并发乙型流感病毒感染的报道

较为少见#笔者对
&%))

年至
&%)-

年以.呼吸道感染/于本院就

诊并确诊为婴幼儿嗜肺军团菌并发乙型流感病毒感染的病例

进行临床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

年至
&%)-

年于本院就诊#以.呼吸道感

染/住院诊治的
)

!

-

岁婴幼儿'

+

例确诊为嗜肺军团菌并发

乙型流感病毒感染#男
$

例*女
-

例#

$

例为.上呼吸道感染/#

-

例为.下呼吸道感染/'

?8@

!

方法
!

间接免疫荧光法$

,h!

%#郑州博赛公司提供试剂

盒#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及判断结果'

+

例患儿均做胸片*腹部

Y

超*血液学等检查'

@

!

结
!!

果

!!

+

例确诊的嗜肺军团菌并发乙型流感病毒感染婴幼儿#病

程中均有发热#热峰
-18-

!

$%8) Z

'

&

例反复咳嗽半月余'

听诊!

<

例双肺呼吸音粗#

)

例闻及少许干湿罗音'胸片检查!

+

例均提示.双肺纹理增多/'触诊!

-

例肝脏轻度增大'腹部
Y

超!

9

例显示.右中腹及脐周探及多枚系膜淋巴结#最大者
)89

KIj%8XKI

/'血常规!

+

例
Ŷ'

为$

X81+

!

-8<-

%

j)%

1

"

2

'

谷丙转氨酶$

37.

%增高
&

例$

%

)%%*

"

2)

例#

$

)%%*

"

2)

例%#谷草转氨酶$

3U.

%增高
-

例$

%

)%%*

"

2)

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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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铁蛋白增高
&

例'心肌酶*肾功能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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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环境改变#多种病原体*病毒感染#或者多种病

原体混合感染发病率逐年上升(

)5&

)

#据报道小儿多种病原体混

合感染中以肺炎支原体*乙型流感病毒多见(

-

)

'嗜肺军团菌*

乙型流感病毒感染报道较少#嗜肺军团菌引起以肺炎为主的全

身性疾病#乙型流感病毒通常有肌炎及胃肠道症状(

$

)

'

)

!

-

岁婴幼儿处于多种可能性病原体感染的敏感时期#其呼吸道感

染不以某一病原体为主(

9

)

'本文的
+

例患儿病程中均有发热#

并在其他症状和体征之前最早出现'肺部听诊
<

例仅双肺呼

吸音粗#

)

例闻及少许干湿罗音#

&

例反复咳嗽半月余#说明婴

幼儿呼吸系统临床表现不典型#而成人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

喘鸣#与之差异较大(

<

)

'

-

例触诊肝脏轻度增大#

37.

增高
&

例$

%

)%%*

"

2)

例#

$

)%%*

"

2)

例%#

3U.

增高
-

例$

%

)%%

*

"

2)

例#

$

)%%*

"

2&

例%#铁蛋白增高
&

例#铁蛋白对体内

铁的转运*储存*代谢有重要意义#为铁的主要储存形式#当肝

脏损伤时会出现铁蛋白增高(

+

)

#表明患儿有不同程度肝损伤'

9

例腹部
Y

超显示.右中腹及脐周探及多枚系膜淋巴结#最大

者
)89KIj%8XKI

/#提示存在肠系膜淋巴结炎'血液学检查

+

例白细胞总数均比该年龄段小儿正常值低(

X

)

'总之#

)

!

-

岁

婴幼儿处于一个特殊生理阶段#同时感染嗜肺军团菌及乙型流

感病毒的临床表现隐匿#及时诊断治疗对婴幼儿健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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