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障)如果制订出科学+合理的维护保养措施#仪器操作人员严

格执行日+周+月保养#就会减少故障的发生率)如果在运行中

发生了一些非电子集成模块的机械故障#操作人员通过仔细查

看故障信息并通过提示按程序应急处理排除一些常见故障#就

可以减少等待专业工程师前来维修所花费的宝贵时间#及时为

临床和患者报告检测结果#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仪器操作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充分了解仪器的工作原

理#认真学习仪器使用说明及使用注意事项#按流程规范操作#

定期接受操作相关培训#积极与专业工程师沟通#重视仪器的

日常保养与维护)把仪器的故障率降至最低#有助于实验室降

低成本#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扩大处理能力#并提高检测品

质)保障仪器的使用效率和检测结果都达到较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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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例败血症伴胆汁淤积症检出大量正常靶形红细胞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许业栋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
!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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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败血症&

!

胆汁淤积症&

!

靶形红细胞

!"#

!

E$F;I#I

"

M

F*NN8FE#=;.DE;$F"$E#FE#F$#I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DE;$

"

"$E#

#

E#.";!<.$"

!!

靶形红细胞是指红细胞中央和周边着色浓#中间有一条透

明带隔离'

E

(

#其形似墨西哥草帽呈靶状#故而得名#较正常红细

胞扁而薄#故又称薄细胞'

"

(

)靶形红细胞可以是小红细胞+正

常红细胞#也可以是大红细胞'

;

(

)健康人占
E]

!

"]

'

D

(

#新生

儿略多一些)笔者在工作中遇到
E

例败血症伴胆汁淤积症检

出大量正常靶形红细胞的病例#患者经抗感染+利胆汁治疗后

出院#现报道如下)

@

!

病例资料

患者#女#

#

月#

"$E!

年
E$

月
;$

日因不规则热#热峰达

;IF;\

#头孢克肟
"!G

L

"

次"日+安儿宁
EF!

L

;

次"日治疗
D

O

后发热峰值较前无下降+发热间隔时间无延长收治入院)体

格检查!患者急性病容#无畏寒+抽搐#全身皮肤无出血点+淤

点+淤斑#浅表淋巴结无肿大#巩膜无黄染#咽部黏膜充血+红

肿#扁桃体无肿大#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音#无胸膜

摩擦音)肝脾无肿大#精神+进食一般#发育正常#营养中等)

辅助检查!腹部
&

超示胆囊壁增厚#胸片示两下肺纹理增多)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DF!I[E$

I

"

@

-

#中性粒细胞
D<F$]

#淋

巴细胞
;"F=]

#血红蛋白
I<

L

"

@

#红细胞
;FD"[E$

E"

"

@

#血细

胞比容
"IFD]

#红细胞平均体积
<#P@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

含量
"<F=

1L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L

"

@

#

(.

反应蛋白

IF#;G

L

"

@

-

&总胆红素
!;F#$

"

G,-

"

@

-

#直接胆红素
D!FD<

"

G,-

"

@

-

#总胆汁酸
E=!F!

"

G,-

"

@

-

#碱性磷酸酶
D#$F=h

"

@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F$h

"

@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FEh

"

@

-

#

@.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FDh

"

@

-

#降钙素原

"F;!8

L

"

G@

-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正常#血红蛋白电泳检查

无异常血红蛋白出现&血涂片显微镜检查!部分中性粒细胞胞

质中可见中毒颗粒+空泡#正常靶形红细胞明显增多$达
"$]

%

$图
E

%#血培养示人葡萄球菌生长#本菌为
'Y(KB

$系多重耐

药菌%#对红霉素+万古霉素敏感#诊断为败血症+胆汁淤积症)

予退热等对症+支持治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抗感染#茵栀黄

利胆汁排泄)

DO

后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E=F=<[E$

I

"

@

-

#

(.

反应蛋白
!F<"G

L

"

@

-

#总胆红素
;=F=$

"

G,-

"

@

-

#直接胆红

素
;"F!$

"

G,-

"

@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F!h

"

@

-

#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E$<FEh

"

@

-

#总胆汁酸
E!$F!

"

G,-

"

@

-

#碱

性磷酸酶
D;EF$h

"

@

-

#

@.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F$h

"

@

-

#

血培养阴性)患儿无发热+咳嗽#咽部无充血#双肺未闻及

音#心腹部无明显异常#于
"$E!

年
EE

月
#

日办理出院)

图
E

!!

正常靶形红细胞%

E$$[E$

'

A

!

讨
!!

论

在临床上靶形红细胞常常与小红细胞密切相关#常见于低

色素性贫血#如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

(

$又称地中海贫血+海

洋性贫血+

(,,-5

0

贫血%+地中海贫血综合征+某些血红蛋白病

$如血红蛋白
:

+

?

+

/

病%+某些缺铁性贫血+铁粒幼细胞性贫

血'

#

(

+慢性病贫血$某些肿瘤及骨髓转移癌等%+溶血性贫血+脾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

年
<

月第
;=

卷第
E#

期
!

A89W@2R'5O

!

74

L

4N9"$E#

!

X,-F;=

!

K,FE#



切除后'

=

(

+难治性贫血'

<

(

#有时在大骨节病亦可见到#也可见于

血涂片制作后未及时干燥固定+乙二胺四乙酸$

?:67

%抗凝剂

过量等'

I

(

)正常靶形红细胞常见于镰形细胞贫血症+血红蛋白

B(

病+某些肝脏疾病'如胆汁淤积性黄疸+阻塞性黄疸+卵磷脂

胆固醇脂酰基转移酶$

@(76

%缺陷等%(和脾功能减退症或脾

切除术后#大靶形红细胞非常罕见#但也可以在肝脏疾病以及

脾切除术后的患者血液中见到'

E$.EE

(

)

从该病例的实验室检查及临床诊断来看#大量正常靶形红

细胞的出现与贫血相关性疾病无关#很可能与肝胆疾病有关)

一般来说#靶形红细胞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红细胞血红蛋白的化

学成分发生变异#以及铁代谢异常所致#其形成过程是红细胞

中心的血红蛋白首先溶解成一镰刀状或弓形空白区#其后空白

区之弓形两端继续向内侧弯曲#直至衔接成一透明带而成靶

状)由于血红蛋白的溶解#此种细胞比正常红细胞含血红蛋白

量少#其寿命约为正常红细胞的一半或更短)

目前对于肝胆疾病中出现靶形红细胞的确切原因仍未充

分明了#但研究表明与红细胞膜脂质异常有关)由于红细胞膜

由双层脂质构成#膜的外侧以游离胆固醇和两种磷脂即磷脂酰

胆碱和鞘磷脂为主)在健康人体内#游离胆固醇在血清脂蛋白

和红细胞之间是处于一种快速平衡状态#受血清中正常的胆固

醇酯化机制的影响#红细胞失去胆固醇和表面积#因此变得更

球状+对渗透溶解的抵抗力更小)

'4Q

1

>

0

在体外试验证实了

胆固醇是红细胞形状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

1

5Q

等'

E"

(

研究发现#在阻塞性黄疸患者的血清或添加了胆盐的正常血清

中#红细胞膜上的胆固醇以及红细胞表面积均会增加#但磷脂

水平没有显著的改变#因此胆固醇"磷脂的比率不断增加#红细

胞对渗透溶解的抵抗力不断增加因此成为扁平的形状$靶形%)

威廉姆斯血液学的学者认为#在肝炎+肝硬变以及各种原因引

起的长期肝内或肝外胆道梗阻的黄疸患者#可能是由于血中过

多的胆盐抑制了
@(76

的活性#造成红细胞膜外侧的游离胆

固醇及磷脂酰胆碱比正常增多
"$]

!

!$]

#胆固醇"磷脂比率

增高#导致红细胞膜表面积增大+形成特异的薄形巨细胞和靶

形红细胞'

E;

(

)傅煜等'

ED

(学者还发现!肝炎+肝硬化患者靶形

红细胞的水平与肝功能指标+肝纤维化指标水平变化密切

相关)

通过这一病例提示红细胞形态的检查不仅有助于各种贫

血+红细胞增多症和红细胞形态异常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对肝胆疾病的辅助诊断作用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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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是临床三大常规之一#在临床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制订以及疗效的判断都有很大帮

助)本科室自
"$$I

年开始使用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

&(.!;<$

是采用半导体激光散射技术和细胞化学染色技

术#配合改良的流式分析装置对白细胞进行精确的五分类分

析#具有双通道白细胞五分类及异常细胞筛选功能#可提供
"=

项参数+

"

个散点图+

"

个直方图以及异常报警等参数和信息)

但是#在日常的工作中#血常规的检测结果可能会因为一些生

理+病理或操作等方面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结果的准确

性)为了避免检测结果与临床不符的情况#现将多年临床工作

中所了解到的影响
&(.!;<$

检测结果的因素总结如下)

@

!

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的影响因素

白细胞计数及分类采用的方法学是激光散射法和电阻抗

法#影响其检测结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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