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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东莞市清溪镇
&

!

:

岁健康儿童末梢血血常规参考区间调查分析

周延峰!胡利芬!韦旭荣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GG0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东莞市清溪镇
&

!

:

岁健康儿童末梢血血常规各项参数参考区间&方法
!

使用迈瑞
)$8%'00

血细胞分析

仪对参加体检的
.::'

例健康儿童的白细胞计数"

=)$

%'血红蛋白浓度"

!5

%'红细胞计数"

()$

%'红细胞压积"

!6?

%'红细胞平均

体积"

V$\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V$!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V$!$

%'血小板计数"

#9I

%

'

项参数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性别将各项参数分为男'女
%

组!根据年龄将各项参数分为
.

组#

&

岁'

/

岁'

.

岁'

G

岁'

:

岁&结果
!

经单样本
ZCB1C

E

C@CJ8

"1D@ACJ

检验!

.::'

例健康儿童
'

项参数均呈非正态性分布$经
VKAA8=LD?A;

Q

#

检验!不同性别儿童各参数差异比较!除
!6?

'

#9I

外!其他
G

项参数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经
Z@N>bKB8=KBBD>2

检验!各年龄组
=)$

'

!5

'

V$!

'

!6?

'

V$\

'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9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不同地区应建立独立的血常规参

考区间!为儿童体检提供可靠的诊断标准&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

!

儿童$

!

血常规$

!

参考区间

!"#

!

*0+&FGF

"

H

+D>>A+*G:&8/*&0+%0*G+*'+0/'

文献标识码"

3

文章编号"

*G:&8/*&0

"

%0*G

%

*'8%G%&80&

!!

血常规检查是医学实验室最常用的检验项目之一#对儿童

的疾病诊断*疗效观察*健康状态的评估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近年#社区卫生服务事业飞速发展#儿童已是社区卫生服务的

重点对象之一#了解儿童身心健康#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也成为

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做好儿童体检工作是了解儿童身体

健康的重要方法#血常规检查是体检必做项目之一#但本镇儿

童末梢血血常规参考区间仍采用成人静脉血血常规参考区间#

而血常规各项参数参考区间因性别*年龄*民族*区域*气候环

境*采血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较大的差异(

*

)

'因此#对本

镇
%0*.

年参加体检的
.::'

例健康儿童末梢血血常规各项参

数进行调查#现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0*.

年参加健康体检的
%%

家幼儿园
.::'

例儿童#按性别分组!男
&*::

例#女
%G0*

例%按年龄分组!

&

岁
//.

例#

/

岁
*&/0

例#

.

岁
*F/:

例#

G

岁
*'/0

例#

:

岁
%0G

例#通过此次体检结果均无异常'

D+E

!

仪器与试剂
!

迈瑞
)$8%'00

血细胞分析仪#试剂*质控

品*校准品均采用迈瑞公司原装产品'

D+F

!

方法

D+F+D

!

标本采集
!

严格按照末梢血采血流程$即!采集对象选

择%采集前准备%个人防护%选择穿刺部位%采集部位的消毒%穿

刺去除第
*

滴血%标本采集%穿刺部位的止血%标本的标志%穿

刺装置处理%核对送检&#采取
/0

!

'0

%

9

末梢血放入乙二胺四

乙酸二钾$

T7I38Z

%

&抗凝的
T

44

;AOC@M

管内#将血液与抗凝

剂充分混匀后#

%L

内完成检测'

D+F+E

!

质量控制
!

所有检测均由固定检验人员完成#试验前

采用高
"

中
"

低值质控品进行质控操作#间隔固定时间对血细

胞分析仪校准#并完成其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携带污染率

等性能评价#其结果符合卫生行业
="

"

I/0G8%0*%

规定

要求(

%

)

'

D+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用单样本
ZCB1C

E

C@CJ8"1D@ACJ

检验判断
'

项参数的正态性分

布%对各参数在不同性别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VKAA8=LD?A;

Q

#

检验%对各参数年龄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Z@N>bKB8=KBBD>2

检

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Y

的参考区间$

&I

&

采用非参数百分位数法确定
%+.

和
F:+.

位数的参考限'

E

!

结
!!

果

E+D

!

对白细胞计数$

=)$

&*血红蛋白浓度$

!5

&*红细胞计数

$

()$

&*红细胞压积$

!6?

&*红细胞平均体积$

V$\

&*红细胞平

均血红蛋白含量$

V$!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V$!$

&*

血小板计数$

#9I

&

'

项参数进行单样本
ZCB1C

E

C@CJ8"1D@ACJ

检验#其结果均呈非正态性分布'

E+E

!

各参数在不同性别组间差异比较#

.::'

例
&

!

:

岁健康

儿童末梢血血常规各项参数参考区间#见表
*

#经
VKAA8=LD?8

A;

Q

#

检验#

=)$

*

!5

*

()$

*

V$\

*

V$!

*

V$!$

在不同性别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6?

*

#9I

在不同性别之间

+

&%G%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G

年
F

月第
&:

卷第
*'

期
!

,A?[9K5V;O

!

";

4

?;15;@%0*G

!

\CB+&:

!

2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

E+F

!

各参数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比较
!

经
Z@N>bKB8=KBBD>2

检验#

=)$

*

!5

*

V$!

*

!6?

*

V$\

*

V$!$

在不同年龄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9I

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

例
&

!

:

岁健康儿童末梢血血常规各项参数参考区间

项目
总体

F.Y&I

中位数

男性$

)_&*::

&总体

F.Y&I

中位数

女性$

)_%G0*

&总体

F.Y&I

中位数
1 !

=)$

$

h*0

F

"

9

&

.+00

!

*&+&0 '+00 .+00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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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00& 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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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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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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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0

*%

"

9

&

/+%0

!

G+%* /+F' /+%0

!

G+%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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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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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 /*+F& &/+/%

!

.0+*/ /%+00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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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M9

&

G%+'%

!

F'+/* '/+*: G%+F0

!

F:+:G '&+G/ G%+::

!

FF+%& '/+:: ]'+%* 0+000

V$!

$

4E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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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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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 ]/+%.G 0+000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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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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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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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

!

/F/+.' &%0+:& *F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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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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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血常规各项参数结果比较

项目
&

岁$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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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I

中位数

/

岁$

)_*&/0

&

F.Y&I

中位数

.

岁$

)_*F/:

&

F.Y&I

中位数

G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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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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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_%0G

&

F.Y&I

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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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F &+F%

!

G+.G& .+0& '+F%% 0+0G&

!6?

$

Y

&

&/+'G

!

/F+&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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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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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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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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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G G/+/*

!

FF+/0 '/+F0 G0+:'

!

F%+:' '/+/& *G/+..: 0+000

V$!

$

4E

&

*'+G.

!

%F+*G %.+:: *'+/.

!

%'+'G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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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

%'+G. %.+'& *&+'.' 0+00'

V$!$

$

E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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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0F+*0 %GG+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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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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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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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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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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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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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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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 *FF+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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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参考区间与相关文献报道的参考区间比较

地区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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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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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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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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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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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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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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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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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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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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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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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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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

)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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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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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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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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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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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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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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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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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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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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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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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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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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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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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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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F+/

!

&G%+0 *F/

!

/:0

本组 男
.+00

!

*&+*': *0&+.

!

*.&+& /+%0

!

G+%0 &/+/%

!

.0+*/ G%+F0

!

F:+:G *'+/G

!

%'+'* %G/+*F

!

&/.+/% *FF+G.

!

/':+.&

女
.+00

!

*&+&/ *0.+:

!

*.&+G /+%0

!

G+%% &/+F.

!

.0+.& G%+::

!

FF+%& *'+.'

!

%'+F& %G/+%%

!

&/*+'0 %0*+*'

!

.0&+:F

F

!

讨
!!

论

血常规检查已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各站点最常用的检

测项目#也是儿童体检必查项目#采集方法仍以采集手指末梢

血为主#虽然静脉血准确性和稳定性较好#相关文献也均推荐

采集静脉血#但对
&

!

:

岁儿童#末梢采血损伤轻微#需血量少#

患儿恐惧心理小#家长易于接受(

G8'

)

'

此次调查
'

项血常规参数均呈非正态分布#不同性别组间

=)$

*

!5

*

()$

*

V$\

*

V$!

*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6?

*

#9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参数需按性别建立男*女参考区间'不同年龄组
=)$

*

!5

*

V$!

*

!6?

*

V$\

*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9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可见#不同参数在

不同年龄其差异有所不同#其
=)$

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

与文献(

F8*0

)报道的一致#

!5

*

()$

随年龄的增长而缓慢

增加'

通过表
&

发现#

=)$

与同为末梢血标本的重庆接近#均高

于静脉血的佛山*拉萨#且拉萨上限明显低于本组#这与高原地

区电离辐射较强而导致
=)$

减少有关'

()$

参考区间下限

与其他
&

个地区接近#但上限均高于其他
&

个地区'本组调查

的
!5

下限与邻近的佛山接近#明显低于拉萨#这与高海拔地

+

/%G%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G

年
F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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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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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气含氧量少有关#在缺氧环境下
!5

会代偿性增加#

!5

上

限都基本接近'本组与佛山的
!5

*

V$\

*

V$!

*

V$!$

下限

均明显偏低#与海拔较低*气候较好受外界刺激较少有很大的

关系'

#9I

在此次调查中结果均高于佛山*重庆*拉萨#拉萨

的
#9I

明显低于本组#这可能与高原地区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从此次调查结果发现#血常规各项参数参考区间与性别*

年龄*海拔高度*采血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各地区应制订相

应的参考区间#为临床诊断*治疗*健康筛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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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连云港市老年人代谢综合征的现状调查

杨
!

艳!杨
!

文#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

%%%000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连云港市
G0

岁以上老年人群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状况&方法
!

对
%0*.

年
*

!

*%

月到该院体检的
G0

岁以

上老年人群进行血压'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指标按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中

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

%00/

年制订的诊断标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代谢综合征患病率
%:+/%Y

!其中男性患病率
%.+%0Y

!女

性
%F+'FY

!高血压患病率
.G+&.Y

!高血糖患病率
&%+:*Y

!高血脂患病率
&G+.'Y

!肥胖患病率
.0+0.Y

$代谢异常情况检出率从

高到低依次为高血压'肥胖'高血脂和高血糖!高收缩压'高三酰甘油'肥胖不同年龄间代谢异常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0.

%$高舒张压'高血糖不同年龄间代谢异常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随着体质量指数的增高!代谢综合

征'高血糖'高血压'高三酰甘油'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呈明显增高趋势"

!

$

0+0.

%&结论
!

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及各项单独指

标的患病率比例相当高$女性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

$

0+0.

%&加强对社区老年人特别是女性的健康教育是社区

医务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连云港$

!

代谢综合征$

!

患病率

!"#

!

*0+&FGF

"

H

+D>>A+*G:&8/*&0+%0*G+*'+0/F

文献标识码"

3

文章编号"

*G:&8/*&0

"

%0*G

%

*'8%G%.80&

!!

代谢综合征是
*

组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代谢性疾病'

代谢综合征是肥胖*高血压*血脂紊乱及血糖异常等多种代谢

异常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体的临床现象(

*

)

'近些年#随着此种聚

集状态发病增多#代谢综合征的诊断及预防受到相当的重视'

为了解连云港市
G0

岁以上老年人群中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状

况#对
%0*.

年
*

!

*%

月到本院体检的
G0

岁以上老年人群进行

了代谢综合征的患病调查'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为
%0*.

年
*

!

*%

月在本院进行体

检的
G0

岁以上人群#共计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男性平均年龄$

:%+*&`.+%0

&岁#女性平均年龄$

:/+/G̀

.+F%

&岁%总体平均年龄$

:&+*.̀ /+:G

&岁 '

D+E

!

方法
!

人体测量学指标测量身高*体质量并计算体质量

指数'坐位测量右上臂肱动脉血压'生化指标检测抽取早晨

'

!

F

点空腹
'L

以上静脉血#

)T$ZV323-.'0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进行空腹血糖*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

检测'

D+F

!

诊断标准
!

代谢综合征的诊断采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

会
%00/

年制订的诊断标准#满足以下至少
&

项!体质量指数
&

%.+0b

E

"

1

% 为肥胖%三酰甘油
&

*+:011CB

"

9

或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

0+F011CB

"

9

$男&#

$

*+0011CB

"

9

$女&为血脂紊

乱%收缩压$

")#

&

&

*/011!

E

#舒张压$

7)#

&

&

F011!

E

$或

已治疗&为高血压%空腹血糖
&

G+*11CB

"

9

或
%L#<

&

:+'

11CB

"

9

$或已治疗&'

D+I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组间差异比较用
!

% 检验#

!

$

0+0.

为差异有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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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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