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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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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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4*#!$

"

%$#)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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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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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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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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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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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3=OL:DK<A

!

O:3F:;

?

%$#)

!

P7C,!.

!

Q7,%

"

基金项目!佛山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局项目$

%$#*%%#

%*



献者多为固定捐献者#这就造成了捐献者反复多次捐献机采血

小板*大量多次捐献血小板对捐献者身体的影响受到越来越

多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血站工作人员的关注#因此#开展捐献

血小板安全性的研究'消除公众对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疑虑具有

重要的意义*

频繁机采血小板是否对捐献者血液指标有影响#国内外研

究了很多#结果也不尽一致(

!4"

)

*有研究表明#机采血小板捐献

者在捐献血小板的同时有
dV(

的损失(

)

)

#但本研究并未发现

dV(

数量明显减少*目前普遍认为#只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的捐献者健康检查标准#机采血小板献血不会损害捐献者的健

康(

.

)

&但也有学者认为#频繁捐献血小板对捐献者的血液学指

标会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首次参与机采血小

板还是多次参与机采血小板的捐献者血液中
dV(

参数变化

不大#说明目前的机采血小板捐献行为并不影响捐献者的健康

状况*但由于本研究中选取的多次捐献血小板的捐献者例数

较少#无法做进一步的分层分析#以后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进一步探讨捐献机采次数与血液指标的关系#才能更全面地反

映捐献机采血小板对捐献者健康状况是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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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调查
%$$"

!

%$#*

年驻徐州部队
%+")"

人次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的情况%方法
!

对
%+")"

人次无偿献血者

丙氨酸氨基转氨酶"

5L6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V25

B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4&(P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4&MP

#

#

'

%

和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46N

#

"

项指标的检验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

%+")"

人次献血者中检测阳性
!/$

人"

#,%+-

#!其

中
5L6

阳性
%#!

人"

$,.%-

#!

&V25

B

阳性
**

人"

$,#"-

#!抗
4&(P

阳性
##$

人"

$,!.-

#!抗
46N

阳性
#!

人"

$,$*-

#!未检出

&MP

阳性者%从动态观察看!

%$$"

!

%$#*

年
5L6

$

&V25

B

具有逐年下降趋势!抗
4&(P

具有上升趋势%结论
!

驻徐州部队无偿

献血者血液检测阳性的最主要原因为
5L6

异常!其次为抗
4&(P

异常%建议在新兵入伍前增加抗
4&(P

检测%

关键词"供血者&

!

血液化学分析&

!

驻徐州部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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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部队无偿献血者丙氨酸氨基转氨酶$

5L6

%'乙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V25

B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4&(P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4&MP

%

#

"

%

和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4

6N

%

"

项指标检查结果及血液报废的主要原因#作者对
%$$"

!

%$#*

年在本院献血军人的血清检测资料进行了回顾性统计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驻徐州部

队无偿献血者
%+")"

人#年龄
#/

!

""

岁#体检合格*

?,@

!

检测方法
!

严格按照卫计委/血站管理办法0及试剂厂家

说明书操作#常规采集血液及时分离血清#

5L6

初检采用赖氏

法#试剂为四川迈克有限公司产品#复检采用速率法#试剂为北

京世纪沃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V25

B

'抗
4&(P

'抗
4

&MP#

"

%

和抗
46N

检测采用
RLM\5

法#初检试剂为上海科华公

司产品#复检试剂为北京万泰公司产品#均为批批检合格试剂*

?,A

!

阳性结果判定标准
!

初'复检中单项检测阳性者即视为

不合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XN

%要求设定灰区范围#落在灰

区范围内的标本进行双孔复检#如复检结果仍在灰区范围内即

判断为阳性#相应血液作报废处理*抗
4&MP#

"

%

初'复检可疑

者送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认*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8<C%$$.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

学分析*

@

!

结
!!

果

%+")"

人中检测阳性
!/$

人$

#,%+-

%#其中
5L6

阳性

%#!

人$

$,.%-

%#

&V25

B

阳性
**

人$

$,#"-

%#抗
4&(P

阳性

##$

人$

$,!.-

%#抗
46N

阳性
#!

人$

$,$*-

%#未检出
&MP

阳性

者#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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