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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在脑脊液白细胞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郝瑞春!张雅荣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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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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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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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细胞分析仪在脑脊液"

$"a

%白细胞计数及分类应用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用

"

Q

>1;Rc28*0

"

)*

%血细胞分析仪"下称仪器法%体液分析模式对
&..

例脑脊液标本进行白细胞计数'分类分析!并与人工显微镜

计数法"下称手工法%进行结果比对&白细胞分类手工法采用瑞氏染色!仪器法采用荧光染色和流式细胞术原理进行分类&

结果
!

两种检测脑脊液白细胞计数"以手工法为金标准%的方法中!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仪器法脑脊液白细胞计数与手工法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而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的样本!两种方法白细胞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脑

脊液白细胞分类计数!仪器法与手工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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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血细胞分析仪对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分类!方法简便'重现性好'结果准确!可有效地用于测定白细胞计数!是较好的检测

方法!但对于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的样本!应手工法复核检测标本&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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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c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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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

体液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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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3

文章编号"

*G:&8/*&0

"

%0*G

%

*'8%G*/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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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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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c28*0

$

)*

&采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结

合核酸荧光染色以及鞘流电阻抗原理#专门开发出体液通道检

测模式#方便体液细胞计数和分类#样本无需预处理#能够满足

对人体体液包括胸水*腹水*脑脊液等细胞计数检测%同时提供

肿瘤细胞的报警信息(

*8%

)

'脑脊液白细胞计数与分类#可帮助

临床辅助诊断脑膜炎类型*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寄生虫疾病*

红斑狼疮等'本研究中作者使用
"

Q

>1;Rc28*0

$

)*

&血细胞分

析仪$下称仪器法&的体液模式对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进行分类#

并与传统手工计数法$下称手工法&比较#旨在探讨
"

Q

>1;R

c28*0

$

)*

&血细胞分析仪应用于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分类的临

床价值'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采集自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院收

治的需做脑脊液常规检测的患者
&..

例#其中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G

岁'患者主要来源于神经内科
*.0

例#神

经外科
*00

例#儿科
*0.

例'

D+E

!

仪器与试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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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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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c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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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

细胞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牛鲍计数板#奥林巴斯
)c/*

光

学显微镜#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中佳分公司生产的低速离心

机$

Z7$8*0//

&'

D+F

!

方法

D+F+D

!

仪器检测
!

"

Q

>1;Rc28*0

$

)*

&检测!仪器按要求进行

日常保养与维护#试验期间每天采用
;8$!T$Z

低*中值质控

物对仪器进行监测#确保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且性能符合

规定要求(

%

)

'所有标本检测前轻轻颠倒混匀
G

!

'

次#采用开

盖方式检测#仪器采用
7,aa

通道使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数

结合核酸荧光染色技术的原理计数白细胞计数#并将白细胞分

为单个核细胞和多个核细胞两类'手工法计数检测!采用标准

牛鲍计数板#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

&

版中的体液检查

方法进行细胞计数'每份标本让
&

名有经验的检验技师用双

盲法按照
$9",!.G3

的要求进行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和分类

$其中剔除一个明显过高或过低的计数结果&取
%

人结果的均

值(

&

)

'将脑脊液离心推片#经
)3"S

染液染色#进行白细胞分

类计数'两种检测方法均在标本留取后
*L

内完成计数'

D+F+E

!

试验过程
!

手工法!小试管内放入
.Y

的冰醋酸
%

滴#

转动试管#使内壁沾有冰醋酸后倾去之#然后滴加混匀的脑脊

液
&

!

/

滴#

*01DA

后#混匀充入计数池#静置
*1DA

#按白细胞

计数法计数#需注意#若是血性脑脊液标本#应剔除因出血而来

的白细胞计数(

/

)

'将其手工计数白细胞结果分为
.

组#$

0

!

.

&*$

%

.

!

*0

&*$

%

*0

!

.0

&*$

%

.0

!

%00

&和$

%

%00

&

h*0

G

"

9

#

并且将白细胞计数
%

*0h*0

G

"

9

的脑脊液标本手工染色分类

计数'具体操作为!

*.00@

"

1DA

离心
.1DA

#弃去上清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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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氏染色'仪器法!

"

Q

>1;Rc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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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换至体液模式#空白确认#标本摇匀
G

!

'

次#开盖上机检测
%

次#取其均值#记录最后白细胞计数与分类结果'如有凝块#将

不参加本次试验的比对'

D+I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学处理均采用
"#""*F+0

统计软件

包#两种方法间白细胞计数*白细胞分类结果的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相关性采用线性相关分析'

E

!

结
!!

果

两种方法脑脊液白细胞计数*白细胞分类的比较#见表

*

*

%

'

!!

由表
*

可见#当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时#仪器法测定

白细胞计数与手工法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当

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时#仪器法与手工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0.

&#仪器法测定值偏高#

&..

例标本有
.*

例仪器

测定值低于手工值#

.

例两种方法测定值相同#本着两种方法

以手工测定值为标准方法#当仪器测定值
$

*0h*0

G

"

9

时#可

以认为该标本白细胞计数正常#因此这部分标本不进行白细胞

分类'由表
%

可见#仪器法与手工法脑脊液白细胞分类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因此在分类上两者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无需镜检分类'

表
*

!!

仪器法与手工法脑脊液白细胞计数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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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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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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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法

$

h*0

G

"

9

&

仪器法

$

h*0

G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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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0 *+.F% *&+G& ]:+G:0 0+000

%

.

!

*0 &G '+/&0 *.+.: ]%+.00 0+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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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 %G+.G0 /G+&& ]G+.//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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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0 %. F.+*.0 *G'+0' ]/+&GG 0+0*0

%

%00 %. F.0+'&0 :&G+'& %+0/& 0+0GG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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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与手工法脑脊液白细胞分类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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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G

"

9

&

)

多个核细胞

手工法$

h*0

G

"

9

& 仪器法$

h*0

G

"

9

&

< !

单个核细胞

手工法$

h*0

G

"

9

& 仪器法$

h*0

G

"

9

&

< !

%

*0

!

.0 &F /'+G/ .*+:* %+0.F 0+0G0 .*+&G /'+%F ]%+0.F 0+0G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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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 .%+'F *+/*% 0+*:G /'+'F /:+** ]*+/*% 0+*:G

%

%00 %. .&+0F .&+%: ]0+*0& 0+F%0 /0+00 &F+/. ]0+*:0 0+'GF

F

!

讨
!!

论

随着标本量的增加#寻找理想的自动化*标准化检测手段

是检验工作者目标之一(

.

)

'有学者应用血细胞分析仪对脑脊

液白细胞进行计数和分类#结果显示血细胞分析仪与手工法脑

脊液白细胞计数与分类相关性良好#认为可以应用于临床(

.8'

)

%

但也有学者认为#血细胞分析仪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主

要是机器本身线性范围的受限#同时由于脑脊液中的成分和尿

液*血液中不同#因此不能完全替代手工镜检法(

'

)

'

"

Q

>1;Rc28*0

$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是少数

专门具有检测体液模式的全血细胞分析仪#这种模式只需
%00

%

9

的标本即可检出结果#其原理是使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

术结合核酸荧光染色技术对白细胞进行计数以及对单一核细

胞与多核细胞进行分析#红细胞计数则使用鞘流电阻抗法(

F

)

'

该仪器能将浆膜腔积液样本中的间皮细胞及其他细胞区分到

体液模式中
!a)a

荧光强度较强的区域#且其检测体液白细

胞的线性范围为$

0

!

*00000

&

h*0

&

"

%

9

#因此#能准确检测白

细胞很少的脑脊液(

*0

)

'国内外文献报道#利用血细胞分析仪

检测脑脊液中的细胞数是可行的#但也有报道认为其不可

行(

**8*%

)

'

本研究发现#

&..

例脑脊液样本中#仪器法检测脑脊液白

细胞计数*分类与手工法对比#结果显示脑脊液白细胞计数$以

镜检法为标准&

%

%00h*0

G

"

9

#用
"

Q

>1;Rc28*0

$

)*

&血细胞

分析仪对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分类#方法简便#结果准确#可有

效地用于白细胞计数#是较好的检测方法'但对于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手工法优于仪器法#应以手工法进行脑脊液白

细胞计数为准'

但要正确而全面地观察脑脊液的细胞情况还必须借助手

工法#即使是细胞数高者$即白细胞计数
%

%00h*0

G

"

9

&#镜检

法不能被仪器法取代#只能作为参考'尤其对于
"

Q

>1;Rc28

*0

$

)*

&机器有
!a)a

(

报警#细胞多少应该镜检#帮助临床诊

断病情'因为
!a)a

(

代表高荧光强度有核细胞数#体积大*

荧光强度高的细胞如间皮细胞*巨噬细胞都可被当成异常细胞

而标志'部分良性积液由于炎性反应的刺激#也可以出现间皮

细胞或巨噬细胞#未必是肿瘤细胞'因此#建议对有疑问或出

现异常报警信息的标本应进行人工复核#避免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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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血红蛋白推算公式及其在高脂血标本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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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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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不同体积红细胞中血红蛋白推算公式!探讨其在高脂血干扰标本检测中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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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对患者血液进行常规分析!随机收集无脂血'黄疸'溶血及白细胞增多等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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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根据红细胞平均体

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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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大红细胞组'正常红细胞组'小红细胞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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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对其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平均体积值进

行分析!获得推算方程&收集不同红细胞平均体积的高脂血标本各
.0

例!共计
*.0

例!将相应检测数据分别代入推算方程求得血

红蛋白推算值!采用血浆置换法校正血红蛋白浓度!通过方差分析对各组血红蛋白实测值'血红蛋白推算值'血红蛋白校正值进行

分析!评价推算公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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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趋势散点图看出血红蛋白测定值与红细胞计数
h

所测红细胞平均体积值呈明显线性关系!相关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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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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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平均体积值%成立$高脂血标本血红蛋白实测值组明显高于血红蛋白推算值组和血红蛋白校正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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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推算值组与血红蛋白校正值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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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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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积大小

红细胞中!血红蛋白测定值与红细胞计数
h

所测红细胞平均体积值有较好的线性关系!其相应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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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简单'有效的血红

蛋白推算公式!血红蛋白推算值可为高脂血情况下血红蛋白检测结果准确性提供帮助&

关键词"血红蛋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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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检测结果的高低与红细胞计数和红细胞平均体

积大小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单位容积血液中的红细胞计数

与血红蛋白浓度大致呈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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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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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

提出#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采用估算公式!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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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红细胞平均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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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红

蛋白进行估算#但主要针对红细胞平均体积在正常范围*血红

蛋白呈正色素分布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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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多采用比色

法对血红蛋白浓度进行测定#具有操作简单*快速*无毒等优

点#但高脂血标本中脂肪滴可使血浆产生浊度#干扰血红蛋白

的比色测定#尤其是中*重度脂血的标本其血红蛋白浓度会出

现明显的假性增高#对血红蛋白参数检测结果影响较大#并随

着脂血程度加深而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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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了不同红细胞平均体积

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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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指标血红蛋白浓

度*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平均体积三者的关系#期望获得红细胞

大小不同时血红蛋白浓度的推算公式#并探讨其在高脂血标本

检测中的应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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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例#共计
*.00

例#

男*女均可#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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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随机收集相应大*中*小不同体积红

细胞且存在中*重度脂血血液常规标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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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分析仪原装配套试剂*校准品及全血质控品#每日作高*中*低

值质控#仪器在在控状况下进行标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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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常规分

析#记录仪器检测指标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平均

体积值'所有标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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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掉上层浑浊血浆部分#用等量生理盐水进行

替换#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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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混匀后再次进行全血细胞分析#并记录相应的

血红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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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回归分析获得推算方程#采用方差分析评价推算方程在高脂

血标本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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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标本时作者保留

了估算公式里的红细胞平均体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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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血红蛋白浓度取整数#红细胞计数取小数点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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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红细胞平均体积值取小数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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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红细胞平均体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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