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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高胆红素对血细胞仪白细胞检测结果的影响及补偿方法

余生军!杜
!

颖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高胆红素对白细胞总数及分类计数结果的影响及补偿方法$方法
!

选取总胆红素"

>J"A

#高于
'..

%

!?A

'

S

和
>J"A

正常的血常规标本各
9.

例!采用
S\6..

型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及手工法进行白细胞总数及分类计数检测$采用血浆

置换法处理
>J"A

升高标本!并进行检测$结果
!

对于
>J"A

(

'..

%

!?A

'

S

的标本!

S\6..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及手工法白细胞总

数及分类计数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对于
>J"A

正常的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经血浆置换处理后!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结论
!

>J"A

水平升高可导致白细胞计数结果

异常升高及无法分类$对
>J"A

(

'..

%

!?A

'

S

的标本!有必要采用手工法或血浆替换法对检测结果进行校正$

关键词"胆红素&

!

血细胞分析仪&

!

白细胞&

!

干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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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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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9&.'

!!

血细胞分析仪已成为临床实验室最为常用的分析仪之一#

提高血细胞分析检测结果的准确度(精确度#但也存在部分不

足之处)

(

*

'本研究采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传统手工计数法

及健康者血浆替代法#对总胆红素$

>J"A

%高于
'..

%

!?A

"

S

和

>J"A

正常标本进行了白细胞计数和分类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

行了比较分析'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标本来源
!

本院
'.('

年
7

!

8

月检出的
>J"A

(

'..

%

!?A

"

S

和
>J"A

正常者各
9.

例'以乙二胺四乙酸抗凝管采集

静脉血标本
'!S

#充分混匀'

A4B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S\6..

型五分类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S\6..

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白细胞稀释

液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9

版%/的要求配制'

A4C

!

方法

A4C4A

!

手工法
!

准确吸取
'.

%

S

抗凝全血标本加入含有
.495

!S

白细胞稀释液的试管中#充分混匀#充入细胞计数池#计数

-

个大方格中的白细胞数#计算白细胞总数&使用计数器进行

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分类计数'

A4C4B

!

仪器法
!

使用
S\6..

分析仪进行白细胞计数和中性

粒细胞(淋巴细胞分类计数'严格按分析仪说明书进行操作'

A4C4C

!

健康者血浆替代法
!

以
>J"A

正常标本的同型血浆置

换
>J"A

升高标本的血浆#混匀后进行检测'

A4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I22(74.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统计以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

B

$

.4.6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4A

!

手工法及仪器法原始标本检测结果比较
!

手工法(仪器

法检测
>J"A

正常标本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分类计

数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见表
(

'手工法(仪

器法检测
>J"A

升高标本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分类

计数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6

%#见表
'

'

表
(

!!

>J"A

正常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

/e=

%

方法 白细胞$

g(.

:

"

S

% 中性粒细胞$

W

% 淋巴细胞$

W

%

手工法
84.e'4'( 7946e8499 9746e54-(

仪器法
745e'4.' 7(4.e54-6 ':4.e8457

B .49'6 .4'5( .4(''

表
'

!!

>J"A

升高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

/e=

%

方法 白细胞$

g(.

:

"

S

% 中性粒细胞$

W

% 淋巴细胞$

W

%

手工法 !

54:e94(( 6:4(e54'6 -.4:e5466

仪器法
((49e94(6 -645e54'6 6-4'e54(-

B .4.-' .4.95 .4.-9

B4B

!

血浆替代标本检测结果
!

手工法(仪器法检测血浆替代

>J"A

升高标本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分类计数结果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见表
9

'

表
9

!!

血浆替代
>J"A

升高标本检测结果$

/e=

%

方法 白细胞$

g(.

:

"

S

% 中性粒细胞$

W

% 淋巴细胞$

W

%

手工法
54:e94(( 6:4(e54'6 -.4:e5466

仪器法
:4.e94'. 7.49e54'8 9:48e54(9

B .499' .4'.( .4'':

C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仪器法和手工法对
>J"A

正常标本白细

胞及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分类计数结果基本一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但对于
>J"A

(

'..

%

!?A

"

S

的高胆红

素标本#二者检测结果存在差异$

B

$

.4.6

%#对
>J"A

升高的标

本使用
>J"A

正常标本进行血浆置换后#二者检测结果又趋于

一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4.6

%'究其原因#可能是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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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J"A

水平增高#导致
S\6..

分析仪在细胞测定过程中使

用的溶血剂部分被胆红素吸收#是红细胞不能被彻底溶解#残

存了部分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

'&9

*

'

S\6..

分析仪根据细胞

大小对细胞进行分类和计数#残存的未被破坏的红细胞或红细

胞碎片有可能被当做白细胞计数#致使白细胞计数结果无规律

性增高#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分类倒置#甚至部分细胞无法

进行分类'而且#

>J"A

水平越高的标本#白细胞总数和分类计

数结果异常情况越明显'白细胞总数和分类计数直方图及散

点图出现明显异常可作为检测结果是否失常的标志之一)

-

*

'

综上所述#

S\6..

分析仪对
>J"A

水平正常标本白细胞总

数及分类计数结果准确可靠的#但对于
>J"A

(

'..

%

!?A

"

S

的

标本#检测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分析检测

结果#如果出现白细胞明显增高#而且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

分类倒置#白细胞直方图异常或无法进行分类#应考虑是否因

>J"A

水平增高所致'对于
>J"A

升高的标本#可用同血型
>J"A

正常标本进行血浆替代#以校正检测结果#保证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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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Q&'(..

型血液分析仪应用性能评价

夏万宝!张冬青!侯彦强!黄路遥#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上海
'.(7..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
_Q&'(..

型血液分析仪各项性能指标$方法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相关文件对分析仪本

底检测%携带污染率%精密度%线性范围及准确度等指标进行评价$结果
!

_Q&'(..

各项参数的本底计数结果均为
.

!携带污染率

小于
(4.W

!批内和批间精密度高"变异系数小于
-4.W

#!各参数检测结果线性良好!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范围为
(4..e.4.6

!相

关系数均大于
.4:::

!

6

份质控品各参数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均小于
64.W

!不同进样模式间检测结果偏差均小于
-4.W

&以显微

镜法作为参考方法!白细胞中的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分类计数结果准确率为
(..W

$

结论
!

_Q&'(..

型血液分析仪性能良好!具有携带污染率低%精密度高%线性范围宽及结果准确等优点!能够满足大%中型医院的

临床检测需求$

关键词"

_Q&'(..

型血细胞分析仪&

!

全血细胞计数&

!

性能验证&

!

精密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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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R$%2

%文件.

R$%2&

RS.'

!

'.('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要求医学实验

室应定期对设备(检测系统或方法的主要分析性能进行验证#

证实其能够达到临床检测所要求的标准)

(

*

'.

R$%2&RS-9

!

'.('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临床血液学检验领域

的应用说明/要求血液分析仪的性能验证内容至少应包括精密

度(正确度(可报告范围等)

'

*

'本研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行 业 标 准 $

2̀

"

>-.7&'.('

(

2̀

"

>-.5&'.('

(

2̀

"

> -7&

'..6

%#对
_Q&'(..

血液分析仪进行性能评价#现将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西森美康公司
_Q&'(..

型血液分析

仪(

2I&(..."

型推片染片仪#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R_9(

型光学

显微镜'检测试剂(校准品和质控品为仪器配套产品#均在有

效期内使用'

A4B

!

标本来源
!

所用标本均采集自本院体检健康者及部分住

院患者'标本采集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9

版%/的要求进行操作)

9

*

'

A4C

!

方法

A4C4A

!

仪器校准和质量控制
!

参照.血液分析仪的校准指南/

进行分析仪校准)

-

*

#校准品采用
_Q&'(..

分析仪配套校准品

2R2&(...

$批号!

-'.'.6'6

%'每天开机后#使用配套质控品进

行室内质量控制#确保检测结果在控制范围内后进行标本

检测'

A4C4B

!

本底计数
!

以稀释液作为标本#在分析仪上连续检测

9

次#确保检测结果最大值在允许范围内后进行后续标本检

测)

6

*

'

A4C4C

!

携带污染率$

R#

%

!

选择白细胞$

]̀R

%(红细胞

$

#]R

%(血红蛋白$

\J

%(血小板$

IS>

%高(低浓度标本各
'

份#

浓度要求见表
(

'取
(

份高浓度标本#混合均匀后连续检测
9

次#结果计为
\(

(

\'

(

\9

&再取
(

份低浓度标本#混合均匀后

连续检测
9

次#结果计为
S(

(

S'

(

S9

'

R#

以百分比表示#

R#[

#

$

S(fS9

%

#

"$

\9fS9

%

g(..W

'

表
(

!!

R#

验证试验标本浓度要求

标本浓度
]̀R

$

g(.

:

"

S

%

#]R

$

g(.

('

"

S

%

\J

$

H

"

S

%

IS>

$

g(.

:

"

S

%

高浓度
(

:.

(

74'.

(

''.

(

:..

低浓度
.

!$

94. .

!$

(46. .

!$

6. .

!$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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