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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平均红细胞容积"

K(P

#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W[d

#对缺铁性贫血"

M[5

#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择湖

北省公安县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M[5

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应

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K(P

$

W[d

%结果
!

M[5

患者
K(P

低于对照组!其灵敏度为
+!,$-

&

W[d

高于对照组!其灵敏度

为
//,*-

%结论
!

K(P

和
W[d

可作为
M[5

诊断的参考指标!对
M[5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红细胞容量&

!

红细胞指数&

!

贫血!缺铁性'诊断&

!

血液化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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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铁性贫血$

M[5

%是由于人体需铁量增加而铁摄入不足'

铁吸收障碍'铁丢失过多而引起的最为常见的贫血性疾病*近

年来随着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平均红细胞

容积$

K(P

%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W[d

%联合检测已越来

越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且有关研究也表明#可以将这
%

项检

测指标作为鉴别诊断贫血的重要指标(

#

)

*

K(P

和
W[d

作为

国内外血液检查的常用诊断指标#在
M[5

的筛选诊断中也具

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研究分别测定了
M[5

患者和健康体检

者
K(P

'

W[d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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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湖北省公安县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M[5

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

M[5

组%#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h#",$

%岁*

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h#%,"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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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取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末梢血#应用迈瑞

V()/$$

血球仪测定
K(P

'

W[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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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
!

K(P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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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W[d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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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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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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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h@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
6

检验*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M[5

患者
K(P

低于对照组#其灵敏度为
+!,$-

&

W[d

高

于对照组#其灵敏度为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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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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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
K(P

%

W[d

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 K(P

$

@L

%

W[d

$

-

%

对照组
)* +%,#h/,* #!,#h#,*

M[5

组
*! .!,#h),) #.,/h!,$

H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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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据*

表
%

!!

K(P

对
M[5

诊断的灵敏度#

%_*!

$

检测项目 阳性$

%

% 阴性$

%

% 灵敏度$

-

%

K(P *$ ! +!,$

W[d !/ " //,*

A

!

讨
!!

论

M[5

可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作为其他疾病的并发症

出现#患者可出现头晕'乏力'易疲倦等症状#儿童可产生生长'

发育迟缓#智力低下等症状#因此#应进行积极防治#而治疗的

前提是早期诊断*

血常规检验的常规项目中
K(P

是红细胞体积均数#

W[d

是红细胞体积变异百分数#二者联合检测已越来越受到

临床医生的重视#在
M[5

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

)

*

K(P

是通过仪器测量上万个红细胞后所计算出的平均体积#

对红细胞体积的改变较为灵敏#能够反映红细胞体积的集中趋

势却不能反映红细胞体积的异质性#而
W[d

是在十几秒内测

得十万个细胞体积大小的变异系数#可以弥补
K(P

的不足*

其临床意义主要可结合
K(P

进行贫血的形态学分类#可将贫

血分为小细胞均一性$

K(P

降低'

W[d

正常%贫血#小细胞不

均一性$

K(P

降低'

W[d

升高%贫血#正细胞均一性$

K(P

'

W[d

均正常%贫血#正细胞不均一性$

K(P

正常'

W[d

升高%

贫血#大细胞均一性$

K(P

升高'

W[d

正常%贫血#大细胞不

均一性$

K(P

'

W[d

均升高%贫血
)

类(

%

)

*如
M[5

和珠蛋白生

成障碍性贫血均为小细胞性贫血#单用
K(P

检测指标难以鉴

别#但
M[5

属小细胞不均一性$

K(P

降低'

W[d

升高%贫血#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属小细胞均一性$

K(P

降低'

W[d

正

常%贫血#可以利用
W[d

检测指标达到初步鉴别
M[5

和珠蛋

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目的*因此#若
K(P

降低#而
W[d

正

常#则
M[5

的可能性很小*过去人们一直将
K(P

'平均红细

胞血红蛋白$

K(&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K(&(

%

!

项

指标用于鉴别贫血类别$大细胞贫血'正细胞贫血'小细胞贫

血%#但实践证明
K(&(

的检测意义不大(

!

)

*

人体内缺铁的发展分为
!

个阶段#即铁减少期'红细胞生

成缺铁期及缺铁性贫血期*前
%

个阶段虽然人体内储存的铁

有所减少#仅为血清铁蛋白及骨髓细胞外铁降低#尚能够满足

幼红细胞合成血红蛋白的需要#因此#血红蛋白并未减少#红细

胞形态未发生明显改变#仅红细胞大小出现轻度不等#此时患

者
K(P

可正常#但
W[d

已表现为增高#构成铁缺乏的最早表

现*因而可进一步检查血清铁'血清蛋白'红细胞游离原卟啉

和总铁结合力#若发现前二者降低#后二者增高#可初步判断为

营养性
M[5

(

*

)

*当患者发展到
M[5

阶段#由于血红蛋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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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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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形态发生改变#

K(P

值降低*由于
W[d

值较
K(P

值更

为灵敏#

W[d

值增高可作为早期
M[5

的诊断指标*但有关研

究表明#在某些非贫血个体出现铁缺乏时
W[d

也增高#而

K(P

降低的贫血才称为小细胞性贫血#最常见者为
M[5

*因

此#

K(P

'

W[d

联合检测才是诊断
M[5

较有价值的参考

指标*

早在
#+/!

年
V:229<3

等(

"

)报道了
"!

例
M[5

患者全部为

小细胞不均一性贫血#之后丛玉隆(

)

)也报道了
%%

例
M[5

患

者#与
V:229<3

等(

"

)研究结果一致$全部为
K(P

降低'

W[d

增高%*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从铁蛋白缺乏到红细

胞形态改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表
#

可见#

M[5

组患

者
K(P

明显低于对照组#

W[d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H

&

$,$"

%*从表
%

可见#

K(P

'

W[d

对
M[5

诊断

的灵敏度较高#分别为
+!,$-

'

//,*-

#从而推论
K(P

降低和

W[d

升高对
M[5

有较大的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

K(P

'

W[d

测定在
M[5

的诊断中不仅具有较

高的灵敏度#而且检测方法简便'快捷#可作为有价值的筛选和

诊断指标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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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多次机采血小板捐献者常见白细胞参数的变化%方法
!

随机选择该站单采血小板捐献者
#"$

例!其中首

次血小板捐献者
*)

例"首次捐献组#!多次血小板捐献者
#$*

例"多次捐献组#%结果
!

两组捐献者白细胞$白细胞小细胞比值$白

细胞中间体积细胞比值$白细胞大细胞比值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多次机采血小板对捐献者白细

胞参数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血小板&

!

血样采集&

!

供血者&

!

白细胞&

!

实验室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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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各级血站均相继引进了血细胞分离机#机采血小

板制品具有血小板含量大'纯度高等特点#减少了由于制品中

混入白细胞$

dV(

%和红细胞而导致的污染#可准确测定制品

中血小板的数量(

#

)

#其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本研究探讨多次

捐献机采血小板捐献者常见
dV(

指标的变化#旨在为开展大

量多次血小板捐献者的招募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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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本站
%$#%

年
.

月至
%$#*

年
.

月固

定机采血小板捐献者
#"$

例#其中首次捐献者
*)

例$首次捐献

组%#年龄
%#

!

"!

岁#平均$

!!,$h),.

%岁&多次捐献者
#$*

例

$多次捐献组%#年龄
%$

!

"%

岁#平均$

!.,$h/,%

%岁*

#"$

例

捐献者献血前体检均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0

(

%

)

*多次捐

献者为累计捐献
%

次及以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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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单采血小板使用美国
K(\

1

bLQ+$$$4

%%$R

血细胞分离机*血常规指标检测仪器为日本希森美康公

司生产的
\

?

29<]aQ4#$$$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配套进口

\

?

29<]

试剂*

?,A

!

方法
!

检测捐献者
dV(

'白细胞小细胞比值$

d4\(W

%'

白细胞中间体积细胞比值$

d4K(W

%'白细胞大细胞比值$

d4

L(W

%等
dV(

常见血液学检测指标*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6

检验#

H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两组捐献者
dV(

'

d4\(W

'

d4K(W

'

d4L(W

均在正常范

围内#且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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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捐献者
dV(

相关检测指标比较#

Oh@

$

组别
%

dV(

$

#̀$

+

L

c#

%

d4\(W d4K(W d4L(W

多次捐献组
#$* ),#.h#,*! $,!!/h$,$*!$,$.%h$,$#/$,)$"h$,$%%

首次捐献组
*) ),)#h#,%) $,!"%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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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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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目前国内各级血站均相继引进了血细胞分离机#机采血小

板制品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但受到机采血小板采集仪器和采

集时间及人们接受程度等多种限制#目前多数血站的血小板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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