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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参数在贫血性疾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王林海!倪亚丽!李春红

"烟台市海港医院检验科!山东烟台
"2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网织红细胞参数在贫血性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日本希森美康公司
X)>"%%%

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对
!''

例各类贫血患者和
2%

例健康体检者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

/

$&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4

$&未成熟网织

红细胞比率"

Y(W4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W(4

$&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0W(4

$和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

百分率"

Ẁ(4

$进行检测%结果
!

各类贫血患者
(\?

/

&

(\?4

&

Y(W4

&

[W(4

&

0W(4

&

Ẁ(4

水平与健康者相比呈不同程度

升高或降低%溶血性贫血患者
(\?

/

&

(\?4

&

Y(W

&

0W(4

&

Ẁ(4

显著升高!

[W(4

显著降低"

"

&

%#%$

$#缺铁性贫血患者

(\?

/

&

(\?4

&

Y(W

&

0W(4

&

Ẁ(4

轻度升高!

[W(4

轻度降低"

"

'

%#%$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

/

&

(\?4

显著降低!

Y(W

&

0W(4

&

Ẁ(4

显著升高"

"

&

%#%$

$!而
[W(4

轻度降低"

"

'

%#%$

$%结论
!

网织红细胞参数!特别是
Y(W4

&

[W(4

&

0W(4

&

Ẁ(4

检测在贫血性疾病鉴别诊断和疗效评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网织红细胞参数#

!

贫血#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

!%#'&2&

"

:

#;<<=#!23'>7!'%#"%!2#%2#%$&

文献标识码"

P

文章编号"

!23'>7!'%

"

"%!2

$

%2>%17%>%"

!!

贫血是临床常见的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症状)在诊断

贫血时#应明确病因#并针对病因进行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网织红细胞是晚幼红细胞脱核至形成成熟红细胞的过渡

细胞#也是反映骨髓造血功能的重要指标'

!

(

)为探讨网织红细

胞参数在贫血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对不同贫血性疾病

患者网织红细胞参数进行比较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7

年
&

月确诊的不同类型

贫血初诊患者
!''

例#均未接受贫血治疗#包括溶血性贫血
7"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

例#缺铁性贫血
$1

例%男
2"

例#女
3!

例#年龄
!1

!

3$

岁)同期体检健康者
2%

例纳入健康对照组#

男
"3

例#女
''

例#年龄
"7

!

21

岁)

A#B

!

方法
!

采集受试者空腹静脉血
!

!

"L[

#乙二胺四乙酸

二钾抗凝)标本采集后
7E

内#采用日本希森美康公司
X)>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包括网

织红细胞绝对值$

(\?

/

&*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4

&*未成

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Y(W4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

[W(4

&*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0W(4

&和高荧光

强度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Ẁ(4

&)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F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配伍组间
!

检验)

"

&

%#%$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

例各类贫血患者与
2%

例健康者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

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类型贫血患者及健康者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结果#

F8>

$

分组
* (\?

/

$

b!%

!"

"

[

&

(\?4 Y(W4 [W(4 0W(4 Ẁ(4

溶血性贫血
7"

%#!&38%#%$7

"

$#1!8%#1$

"

&#""8%#&"

"

1"#'287#!7

"

&#"28%#11

"

7#%28'#2'

"

再生障碍性贫血
''

%#%!18%#%!"

"

%#738%#!7

"

$#7&8!#37

"

&$#!$8'#"$

7#218"#'3

"

%#218%#&3

"

缺铁性贫血
$1 %#%128%#%"7 !#'"8%#73 7#%18%#&7 &7#&78'#!1 7#!38!#!" %#728%#"$

健康对照组
2% %#%3!8%#%$3 !#!18%#'' '#3&8%#13 &2#%28'#"1 '#1!8!#%2 %#'18%#!&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C

!

讨
!!

论

!!

贫血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外周血单位容积内血红蛋白浓

度*红细胞计数及血细胞比容低于相同年龄*性别及地域人群

参考范围下限的一种症状)贫血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

贫血引起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可涉及全身各系统#影响多种器

官*组织功能)正确诊断贫血需综合分析患者临床症状*体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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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和实验室指标检查结果#而实验室指标检查在疾病诊断*病因

学研究*治疗方案决策和评价中起重要作用)

网织红细胞是晚幼红细胞脱核至形成成熟红细胞的过渡

细胞#胞质中残存嗜碱性物质核糖核酸$

()*

&#经煌焦油蓝等

活体染色后#嗜碱性物质凝聚成蓝黑色颗粒#颗粒与颗粒连缀

成线#线连接成网#故而得名)网织红细胞属于尚未完全成熟

的红细胞#在骨髓中停留一定时间后释放进入外周血)普通显

微镜检查受血涂片制备和主观因素影响#网织红细胞检查结果

精确性较差)目前已有多种检测原理相似的网织红细胞分析

仪#检测结果与手工方法有较好的相关性)采用流式细胞术进

行网织红细胞检测#可将网织红细胞分为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

胞$

Ẁ(

&*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

0W(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

细胞$

[W(

&#荧光强度越高#网织红细胞越幼稚'

!

(

)

[W(

是接

近成熟的网织红细胞#胞质中
()*

含量较少#荧光强度弱%

Ẁ(

是较幼稚的网织红细胞#胞质中
()*

较多#荧光强度最

强#

0W(

介于两者之间)未成熟网织红细胞则包括
0W(

和

Ẁ(

)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幼稚网织红细胞数量很少#

Y(W

较少#

[W(

较多)当骨髓造血受到刺激时#较多的幼稚网织红

细胞进入外周血中#导致
[W(4

下降#

Y(W4

升高'

">3

(

)因此#

网织红细胞水平可反映红细胞增生情况#是评价贫血治疗效果

的早期指标#也是贫血患者常规检查和随访检查的主要指标)

不同类型的贫血发病机制不同#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也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溶血性贫血是由于某种原因使红细胞

存活期缩短#破坏增加#超过骨髓代偿能力所引起的贫血'

"

(

)

骨髓受贫血因素刺激后#代偿能力增加至正常的
2

!

1

倍#大量

较为幼稚的网织红细胞从骨髓释放进入外周血#因此与健康者

相比#溶 血 性 贫 血 患 者
(\?

/

*

(\?4

*

Y(W4

*

0W(4

*

Ẁ(4

水平显著升高#

[W(4

水平显著降低$

"

&

%#%$

&)缺铁

性贫血是由于贮存铁大量缺乏#而不能得到足够补充#致使用

于合成血红蛋白的铁不足所引起的贫血)缺铁性贫血早期多

为正常细胞性贫血#表现为轻度贫血#随着病情进展#出现小细

胞低色素性贫血'

"

#

1

(

)缺铁性贫血患者
(\?

/

*

(\?4

*

Y(W4

*

0W(4

*

Ẁ(4

轻度升高#

[W(4

轻度降低#与健康者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由

于造血干细胞或造血微环境功能障碍#具有造血功能的红髓被

脂肪替代#导致全血细胞减少而引起的贫血'

"

(

)再生障碍性贫

血患者外周血网织红细胞明显减少#

(\?

/

*

(\?4

显著降

低#

Y(W4

*

0W(4

*

Ẁ(4

显著升高#与健康者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而
[W(4

轻度降低#与健康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网织红细胞参数是反映骨髓造血功能的重要指

标#特别是
Y(W4

*

[W(4

*

0W(4

*

Ẁ(4

相关参数的变化能

较好地反映贫血患者骨髓增生程度#在贫血性疾病的鉴别诊断

和疗效评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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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生化分析仪间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临床可接受性%方法
!

以雅培
.1%%%

型生化分析仪为比对仪

器!迈瑞
P_7%%

型生化分析仪为实验仪器!分别检测
7%

例血清标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蛋白&清蛋白&葡

萄糖水平!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对!计算实验仪器和比对仪器检测结果间的系统误差!判断
"

台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临床

可接受性%结果
!

"

台分析仪各指标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结论
!

"

台生化分析仪各指标相关性较好!具有临床可接受

性!可为临床提供一致&可靠的检测结果%

关键词"生化分析仪#

!

可比性#

!

临床可接受性

!"#

!

!%#'&2&

"

:

#;<<=#!23'>7!'%#"%!2#%2#%2%

文献标识码"

P

文章编号"

!23'>7!'%

"

"%!2

$

%2>%17!>%'

!!

临床实验室认可采用的国际标准$

Y_a

"

Y\.!3%"$

与
Y_a

"

Y\.!$!1&

&均对不同系统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检测系统之间的比对试验是实现不同系统测定结果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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