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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显著假性增高*

A

!

讨
!!

论

ZHc#$$$1

是利用流式细胞术和电阻抗及荧光染色技术

对尿液有形成分直接进行荧光色素等染色后(

#

)

#综合检测物的

荧光强度'散射光强度及电阻抗大小进行分析#得出尿液中各

种有形成分的定量数据并区别出各种病理性有形成分的信息#

是目前较为先进的尿沉渣检测系统*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单位体积中精子达到一定数量时可能

干扰尿液
dV(

和
WV(

检测#致
dV(

和
WV(

检测结果假性增

高#这与精子的生物学特性和检测特性有关*精子呈蝌蚪状#

头部为卵圆形#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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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长#呈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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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

的精子在液体中还能以一定的速度前向运动(

%

)

&同时精子富含

WQ5

和
[Q5

*当其在单位体积中达到一定密度时通过荧光

染色后#其荧光强度和脉冲宽度'前向散射光强度和脉冲宽度'

电阻抗等综合信息与
dV(

'

WV(

综合信息相近#且与二者有

交叉现象(

!

)

#从而导致
dV(

'

WV(

检查结果假阳性*

本研究结果还提示#一定数量的精子可能干扰尿液
dV(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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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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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体积中低精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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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假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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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数

量干扰健康尿液较病理性尿液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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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量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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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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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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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尿液检测时

脓尿液较血尿液更易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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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报道#男性

尿道残留精液可能会影响尿液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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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本研究

结果#提示在尿常规检测中应重视尿液标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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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康婴幼儿末梢血血细胞分析相关参数参考范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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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推荐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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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健康体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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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龄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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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采集末梢血!应用日本
\

?

29<]4KRT)*#$

型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全血细胞分析!确定相关参数参考范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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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婴幼儿末梢血血细胞分析主要参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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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健康婴幼儿末梢血血细胞分析相关参数参考范围!有利于临床医生更准确地评价满月后婴幼儿健康状况!

尤其对贫血$感染等婴幼儿常见疾病的诊断提供了更为严谨的实验室依据%

关键词"血细胞&

!

参考值&

!

儿童&

!

末梢血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

一般而言#婴幼儿出生
*%A

左右常规需进行全面的发育

和健康状况检查#其中血细胞分析是重要的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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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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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我国各医疗机构开始实施新的中国成人血细胞分

析参考范围#重新修订的各项指标更精确'适用*然而对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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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血细胞分析的正常水平评估仍为空白*主要原因在于婴幼

儿时期各种生理指标变化较大#易受采血部位'哭闹'营养状况

等影响*当前应用的婴幼儿参考范围多是成人女性的参考范

围#对判断婴幼儿血细胞水平存在严重偏倚*因此#基于本院

*%

天龄健康体检婴幼儿进行参考区间调查研究#为临床诊断

贫血'感染等提供较为确切的依据#也可为婴幼儿科学喂养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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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参考范围确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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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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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实验室操作程序采集'处理和分析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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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理的统计方法&$

*

%剔除离群值&$

"

%应用统计软

件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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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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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各种体格检查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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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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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各参数#尤其是白细胞'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

等对判断人体健康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最早对婴幼儿血细胞

常规指标末梢血及静脉血的参考范围分析已有近
%$

年(

%

)

*由

于各种仪器设备更新换代#儿童生长'发育迅速#原有的参考范

围或有不适用之处*

本研究对
##$!

例健康婴幼儿血细胞参数分析及与相关

文献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
#

'

%

*总体来讲#本研究淋巴细胞'

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数量和比例符合该年龄段婴幼儿的变

化规律*但血红蛋白的统计范围下限较其他研究偏低*一方

面因为新生儿早期
#

!

%

个月内血红蛋白较
#

岁以上幼儿变化

大*随着出生后缺氧条件的逐步改善#血红蛋白逐步降低#

)

个月龄内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新生儿大多数饮食为母乳#

母乳中铁含量不足也是导致血红蛋白偏低的原因*

)

个月以

上幼儿由于添加了辅食或配方奶粉#铁摄入量相对增多#血红

蛋白合成较早期婴幼儿高(

"

)

*由于血红蛋白'血细胞比容和红

细胞参考区间的趋势变化是一致的#所以本研究中血细胞比容

和红细胞下限也相对较低*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范围更宽#符

合新生儿各种细胞生成活跃的特点*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血小板计数上限较文献报道高*一

方面可能由于末梢血采集需要挤压#造成人为血小板计数增

加&还可能是体内血小板释放或激活调节不稳定#止血'凝血系

统发育不完善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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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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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筛查
*%

天龄婴幼儿#制定筛查标准#通过正确

的统计方法建立了该年龄组的参考区间*由于婴幼儿年龄太

小#暂不考虑影响成人男'女性血细胞数量的因素$如激素'海

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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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标本量尚少#未考虑不同仪器

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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