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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群血小板生物参考区间的调整修改并验证血小板显微镜复检规则!探讨其是否适合该院实验室血

细胞分析的需求$方法
!

回顾性分析根据中国人群血小板生物参考区间的调整!修改该院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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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血小板显微镜复检规则并比较规则修改前后推片复检率'镜检血小板聚集阳性率的不同$结果
!

血小板显微镜复检规

则修改前血小板推片复检率为
)4I8;

!复检规则修改后血小板推片复检率为
+4II;

!复检规则修改后推片复检率显著增加!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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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论
!

根据新版中国人群血小板生物参考区间!修改该院实验室血小板复检规则!能提高显微镜复检

率!有效避免血小板假性减少的漏检!适合该实验室血细胞分析的需求$

关键词"血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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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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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假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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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由于受到检测原理及样

本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限制#其计数的准确性备受关注'

)

(

)

=:L<

依赖性血小板聚集等因素常导致血小板计数假性减少#

若经显微镜复检就会得到及时矫正)因此#合理的血小板复检

规则在血细胞分析中至关重要)本院实验室参考国际血液学

复检专家组和中国血液学复检专家组制定的标准'

K6+

(

#结合本

院专家建议#曾制定过血小板复检规则并严格执行)原卫生部

颁布的行业标准明确规定了中国人群血小板参考区间#本院实

验室根据新版行业标准修改了血小板显微镜复检规则#本研究

试图探讨修订后的血小板显微镜复检规则是否适合本院实验

室血细胞分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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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C4C

!

样本来源
!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K*)+

年
+

$

)K

月门诊和住院患者的
=:L<60

K

抗凝的血常规样本)复检

规则修改前以血小板小于
,*H)*

I

"

G

的样本设置为镜检规则#

K*)+

年
+

月
)

日至
8

月
+*

日的血常规样本总数为
K+(+(

例&

修改后以血小板小于
)K5H)*

I

"

G

的样本设置为镜检规则#

K*)+

年
I

月
)

日 至
)*

月
+)

日 的 血 常 规 样 本 总 数 为

K)(()

例)

C4D

!

仪器与试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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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

!-6)***&

自

动推片染片机及配套试剂由希森美康公司提供&双目显微镜由

日本
aB

U

%

2

R@

公司提供&瑞氏染液由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

=:L<60

K

真空抗凝管由阳普医疗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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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C4E4C

!

仪器的校准与调试
!

严格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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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手册进行质控及样本检测)仪器按要求进行日常保养及维护#

每天采用原厂配套高*中*低值质控物对仪器进行日常监测#确

保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仪器性能符合规定要求)

C4E4D

!

显微镜复检
!

!-6)***&

自动推片染片机制成厚薄均

匀#头*体*尾分明的血涂片)依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

'

8

(

#在显微镜油镜下选择血涂片体*尾交界处#按城垛状移

动观察有无血小板聚集现象)

C4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样本率的检验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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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4C

!

血小板显微镜复检规则修改前后推片复检率及血小板聚

集阳性率比较
!

K*)+

年
+

月
)

日至
8

月
+*

日的血常规样本总

数为
K+(+(

例#根据镜检规则其推片例数为
8F)

例#推片复检

率为
)4I8;

#血小板聚集例数
KK

例#阳性率为
84((;

)血小

板复检检规则修改后#

K*)+

年
I

月
)

日至
)*

月
+)

日的血常规

样本总数为
K)(()

例#推片例数为
,F,

例#推片复检率为

+4II;

#血小板聚集例数
8K

例#阳性率为
84,8;

)两者推片复

+

*I))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K*)F

年
5

月第
+(

卷第
I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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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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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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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4I



检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4*5

%#血小板聚集阳性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4*5

%)

D4D

!

血小板复检规则修改后不同时间段血小板聚集阳性率比

较
!

血小板复检规则修改后#

K*)+

年
I

月
)

日至
)*

月
+)

日推

片例数为
,F,

例#阳性例数为
8K

例#血小板聚集阳性率

84,8;

&

K*)+

年
I

月
)5

日至
)K

月
K*

日推片例数为
),+K

例#

阳性例数为
)*(

例#血小板聚集阳性率
54,8;

#两者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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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E

!

血小板复检规则修改后不同数值段血小板聚集阳性率比

较
!

复检规则修改后#

K*)+

年
I

月
)5

日至
)K

月
K*

日血小板

为小于
,*H)*

I

"

G

的样本中#推片例数为
(K,

例#血小板聚集

例数为
8)

例#阳性率为
54F+;

&血小板为$

,*

$

)K5

%

H)*

I

"

G

的样本中#推片例数为
))*8

例#血小板聚集例数为
FF

例#阳

性率为
54I,;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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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减少患者主要分布科室情况
!

血小板减少患者主

要分布在血液风湿免疫科*介入治疗科*肾内科*消化科*心内

科和神经内科等)其中以血液风湿免疫科$

K*4K*;

%复检率最

高#而镜检血小板聚集阳性率以血液风湿免疫科$

)4I;

%最低#

以健康体检部$

K*45;

%镜检阳性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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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小板的原理目前多为经典的

电阻抗法)但该法的影响因素较多#计数存在误差)为了确保

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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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血细胞分析仪将电阻

抗法和流式细胞术激光散射法有效地结合起来对血小板进行

准确的测定)根据电阻抗计数原理#血细胞计数有一定的计数

阈#血小板计数阈一般在血小板体积为
K

$

+*QG

#当血小板体

积大于
+*QG

或小于
KQG

时#这些血小板将不被纳入血小板计

数范围#使血小板计数假性减低'

5

(

&并且计数红细胞和血小板

都是在同一计数池内#当存在小红细胞及其碎片时#由于其体

积与血小板相似#仪器将部分小红细胞及其碎片误计为血小板

而导致检测结果偏高'

F

(

)此类情况仪器将显示其血小板直方

图的异常并报警)正常血小板直方图通常主要集中在
K

$

)5

QG

#一般在
K5

$

+*QG

的某一点与横坐标重合#直方图是一条

呈偏态分布的单峰光滑曲线)当大血小板增多时#曲线峰会右

移#在大于
+*QG

的某一点与横坐标重合)当存在小红细胞的

干扰#曲线峰的右侧抬起并且尾部上翘)当存在聚集的血小板

时#曲线峰会降低#如果以小于
K*QG

血小板聚集为主#曲线峰

的右侧会抬起并且呈现拖尾状#不与横坐标重合&如果以大于

K*QG

血小板聚集为主#曲线峰会变得低平右侧无明显抬起#并

且#在白细胞直方图上
+5QG

左右会有一个小峰出现'

(

(

)通过

血小板直方图的观察#可以初步了解血小板计数减少或增多的

大致原因)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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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学法测定血小板是在测定网

织红细胞的通道#通过反映细胞数量和表面体积的低角度散射

光和反映核酸浓度的高角度散射荧光识别血小板)血小板内

含有少量的核酸#而成熟的红细胞内没有核酸#所以血小板高

角度散射光的强度比成熟红细胞强#因此可以很好地将血小板

和成熟红细胞在散点图上有效区分'

,

(

)用光学法测定血小板

可初步纠正因大血小板或巨大血小板*小红细胞以及破碎的红

细胞等引起的血小板假性减少或增高#再经过血涂片显微镜复

检#观察血小板大小*形态*数量及是否存在干扰及有无血小板

聚集等现象'

I

(

#与直方图相对应以此验证并及时纠正血小板

数量)

原卫生部于
K*)K

年
)K

月
K5

日颁布了行业标准
>!

"

L

8*56K*)K

,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明确规定中国人群血小板参

考区间为$

)K5

$

+5*

%

H)*

I

"

G

#且要求大型三甲医院必须尽快

按照文件规定修改血细胞分析的参考区间)本实验室在行标

规定之前已制定血细胞分析的镜检规则#其中血小板小于
,*H

)*

I

"

G

即进行推片复检#在此行标基础上#

K*)+

年
5

月份将血

小板复检界限值提升到
)K5H)*

I

"

G

)

本文对修改前后镜检阳性率等的回顾性比较分析发现#血

小板复检规则修改后因血小板临界值的改变#推片例数明显增

多#推片比例明显较修改前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4*5

%#但血小板聚集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4*5

%)说明尽管阅片量增大#但真正发现因血小板聚集引起

的假性血小板减少并未明显增多#绝大多数患者血小板减少是

真性减少)考虑复检规则修改后工作人员的适应能力和执行

情况#收集修改初期$

K*)+

年
I

月
)

日至
)*

月
+)

日%及修改后

长期$

K*)+

年
I

月
)5

日至
)K

月
K*

日%样本比较分析#发现复

检阳性率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4*5

%#说明显微镜复

检岗位人员已明确修改后复检规则#执行情况良好)

本研究血小板小于
,*H)*

I

"

G

与血小板为$

,*

$

)K5

%

H

)*

I

"

G

的血小板聚集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4*5

%#说明血小板假性减少的患者血小板数分布区间很广泛#

进一步证明了根据新版行标修改血小板复检规则的必要性)

对血小板减少患者的分布科室情况分析#发现主要来源于

血液风湿免疫科#占镜检样本的
K*4K*;

#但镜检后发现血小

板聚集的阳性率却最低#仅为
)4I;

#这说明血液风湿免疫科

的患者血小板减少多为真性减少#血小板假性减少的情况很少

出现)相反#健康体检部及其他科室镜下血小板聚集阳性率较

高#说明这些科室尤其是健康体检人群存在血小板假性减少的

现象#在平时血细胞复检时更应严格执行血小板镜检规则#避

免对血小板假性减少的漏检#引起临床误诊误治)

通过本研究#笔者认为当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发现血

小板计数减少时#尤其是初诊患者#一定要先排除抽血方法不

当引起的凝集#再用仪器复查并同时做血涂片染色显微镜复

检#细致观察是否有血小板之间彼此聚集成片的现象)当镜检

发现存在血小板大小异常时#应用流式细胞术激光散射荧光染

色法进行血小板检测#此方法还可以有效避免小红细胞或红细

胞碎片对血小板测定的干扰'

)*

(

)对因
=:L<

依赖性血小板聚

集等引起的血小板假性减少#采用更换抗凝剂$用枸橼酸钠%抗

凝或者是采用零添加抗凝剂试管#在仪器旁采血#选择手动模

式快速检测来纠正)必要时也采用经典的计数盘人工显微镜

计数方法#来准确计数血小板数量'

8

(

)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人群血小板生物参考区间#将血小板

复检规则由血小板小于
,*H)*

I

"

G

修改为血小板小于
)K5H

)*

I

"

G

是正确的)提高的复检率#适合本院实验室血细胞分析

的需求)修定的血小板复检规则在提高复检率的同时#保证了

检验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希望通过全新的血小板显微镜

复检规则#将更加准确可信的检测结果反馈给临床#更好地指

导临床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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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Y

中#

gY<

均是
:/

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F6(

(

)

本研究中#随着
:/

的发展#即在
:/

的不同进展阶段#

gY<

逐渐增高#提示
:/

的发展与肾功能进行性损伤联系密

切)此外#在
LK:Y

患者中#随着
:/

的发展#

./-

水平逐渐

升高#且与
gY<

呈显著正相关#提示
:/

患者
gY<

增高与

慢性炎症有关)新近的一项研究对包含
5)K(

例亚洲多种族

人群的观察发现#

./-

作为炎性因子可加重
gY<

排泄率#升

高的
./-

水平和
gY<

及大量清蛋白尿均呈独立正相关#且

该相关性不依赖于糖尿病*高血压等其他疾病'

,

(

)此外#大量

的研究数据表明#在
:E

患者的肾组织#血清或尿液中#相关炎

性因子如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6)

$

Y.-6)

%*白细胞介素
6F

$

3G6F

%*

3G6),

及肿瘤坏死因子
6

%

$

LE[6

%

%等均呈显著高表

达'

I

(

)有研究还发现#

./-

能够刺激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产

生过量的氧自由基#使细胞膜上的脂肪酸产生过氧化物#引起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视网膜血管逐渐形成'

)*

(

)因此#

./-

在包括
:/

及
:E

的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

重要作用)

本研究还显示#在包括
E:/

*

E-:/

及
-:/

的所有

LK:Y

患者中#

gY<

和
./-

与病程*

[17

*

WP<)S

及
WaY<6

3/

均呈显著正相关#提示随着
LK:Y

的进展#高糖血症及胰岛

素抵抗程度影响
:/

患者
gY<

及炎症水平#且它们可能通过

相互作用影响患者的肾功能)

[17

及
WP<)S

均为反映糖尿

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的指标#并且与
WaY<63/

关系密切#与

[17

相比#

WP<)S

的个体差异较小#且可以反映患者过去数周

的血糖控制情况)

W@R

等'

))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

LK:Y

患者的
WP<)S

水平和
gY<

呈独立正相关)该研究团

队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LK:Y

患者的
WaY<63/

与
gY<

呈显

著正相关#且胰岛素抵抗程度能独立预测
gY<

水平'

)K

(

)

1#$S?S&

等'

)+

(研究表明#炎症*高糖血症及胰岛素抵抗均为

LK:Y

患者发展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且三者有协同效

应#该研究同样显示
./-

与
[17

*

WP<)S

及
WaY<63/

呈正

相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本研究显示
:/

患者
gY<

和
./-

水平升高且呈

正相关#两者均与
[17

*

WP<)S

及
WaY<63/

呈正相关#提示

:/

的发展与肾损伤联系密切#慢性炎症*高糖血症及胰岛素

抵抗可能通过影响肾功能参与
:/

的发生与发展#且三者可能

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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