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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瘤组织中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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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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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

感染基因型分布的研究(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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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妇幼保健#

%!$&

#

(!

$

$&

%!

%(((-%((";

(

$"

)许育绚#崔永胜#耿建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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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细胞中人乳头瘤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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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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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析(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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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生儿的末梢血与静脉血在血常规检验结果的比较分析"

葛高霞$

!张美娟%

!黎
!

青%

%

"

$;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江苏南京
%$!!("

'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江苏南京
%$!!%'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分析新生儿末梢血与静脉血的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差异!为临床新生儿血常规检验的标准化操作提供理论

和实验依据$方法
!

选取在我院出生的健康足月新生儿
$!!

例!同时采集末梢血和静脉血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上进行检测!并

对检测结果中白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胞计数"

Y1

#%淋巴细胞计数"

6a

#%单核细胞计数"

W3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13

#%嗜

碱性粒细胞计数"

[,

#%红细胞计数"

8[/

#%血红蛋白含量"

0S[

#%红细胞压积"

0/@

#%血小板计数"

.6@

#

$!

项主要指标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

新生儿末梢血与静脉血的
[̂/

%

Y1

%

8[/

%

0S[

%

0/@

和
.6@"

项指标平均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6a

%

W3

%

13

%

[,#

项指标平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新生儿末梢血并不能完全反映循环系统血液的整体情

况!因此临床遇到结果存疑时!建议进行静脉采血复查!以免造成误诊$

关键词"新生儿'

!

末梢血'

!

静脉血'

!

血常规检验

!"#

!

$!;('"'

"

=

;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血常规检查是临床检验最基本的常规手段之一#可以辅助

诊断疾病#为临床诊疗提供重要依据(

$-%

)

#但如何正确的采集和

处理血常规标本是获得可靠检验结果的关键步骤(

(

)

*目前临

床上血常规血液标本的采集方式有末梢血和静脉血采集两

种(

#

)

#但对于新生儿还是以末梢血检测为主#有时也会用静脉

血检测*由于新生儿群体比较特殊#器官系统发育尚未完全成

熟#身体调控能力差#新生儿期血象常伴有特殊生理变化#同时

检验结果还会受采集部位'标本存放时间及脐带不同处理等因

素的影响#因此会导致新生儿末梢血与静脉血检测结果可能产

生差异#给临床医生带来困惑*本文为了探讨两者相关差异#

对本院
$!!

例新生儿分别采集末梢血和静脉血进行血常规检

查#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出

生的健康足月新生儿
$!!

例#所有的婴儿出生时
,

DL

2F

评分均

为
$!

分#

*!<

为顺产#

%!<

为剖腹产#单胎#其中男婴
&#

例#女

婴
#"

例#年龄
!;&)

"

+P

#出生时体质量
%*!!

"

(*!!

L

#排除

各类原发性血液病及感染*母亲在妊娠期间无高血压'糖尿

病'血液病*胎儿在妊娠期间正常发育#体检及各项指标检查

无异常*

?;@

!

方法
!

用真空采集法采集新生儿颈静脉血
%H6

置于

1R@,-\

%

抗凝管中#同时用皮肤采集法采集受检者末梢血
#!

#

6

加入到含
1R@,-\

%

抗凝剂的塑料管内#标本在
%)

内完成

检测*应用
:a:W1__:-&!!5

血液全自动分析仪$日本希森

美康%及其配套试剂检测血细胞水平#按照实验室标准操作程

序进行仪器的定期维护和保养#每日用高'中'低三个浓度质控

品进行室内质控#其结果全部在控后再进行血标本的常规检

测*血常规研究项目主要包括!白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

胞计数$

Y1

%'淋巴细胞计数$

6a

%'单核细胞计数$

W3

%'嗜酸

性粒细胞计数$

13

%'嗜碱性粒细胞计数$

[,

%'红细胞计数

$

8[/

%'血红蛋白含量$

0S[

%'红细胞压积$

0/@

%'血小板计

数$

.6@

%*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测

定结果以
.V@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以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GQ62OWBP

!

RB7BHOBF%!$+

!

XAE;(*

!

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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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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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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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新生儿末梢血与静脉血的血细胞
8[/

'

0S[

'

0/@

'

.6@

检测结果比较
!

新生儿末梢血的
8[/

'

0S[

'

0/@

平均水平

均高于静脉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6@

平均

水平末梢血低于静脉血#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新生儿末梢血与静脉血的血细胞
[̂/

总数及其分类检

测结果比较
!

新生儿末梢血的
[̂/

'

Y1

平均水平均高于静

脉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6a

'

W3

'

13

'

[,

在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细胞
8[/

%

0S[

%

0/@

%

.6@

检测结果比较#

.V@

$

组别
) 8[/

$

h$!

$%

"

6

%

0S[

$

L

"

6

%

0/@

$

<

%

.6@

$

h$!

'

"

6

%

静脉血
$!! &;!(V!;*$ $+";++V%+;# &%;*V";% %#%;'#V&*;&"

末梢血
$!! &;*$V!;+#

"

$'(;&#V%#;+&

"

&*;(V";*

"

%%$;"+V&#;%+

"

!!

注!与静脉血比较#

"

!

$

!;!&

*

表
%

!!

两组血细胞
[̂/

总数及其分类检测结果比较#

.V@

$

组别
) ^[/

$

h$!

'

"

6

%

Y1

$

h$!

'

"

6

%

6a

$

h$!

'

"

6

%

W3

$

h$!

'

"

6

%

13

$

h$!

'

"

6

%

[,

$

h$!

'

"

6

%

静脉血
$!! $*;(%V";!& *;'V(;'& +;+V(;& !;('V!;+& !;"'V$;!% !;$%V!;%(

末梢血
$!! %(;%"V+;%#

"

$$;%V#;$

"

+;'V&;% !;#(V!;*( !;"+V$;$ !;$$V!;%&

!!

注!与静脉血比较#

"

!

$

!;!&

*

A

!

讨
!!

论

!!

随着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临床检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使

用静脉血取代末梢血进行血常规检查正逐步在全国推广(

&

)

*

文献表明#经过静脉血采集得到的标本进行血常规检测结果更

准确'更客观(

"-+

)

#但末梢血采集简单'快捷'疼痛不适感轻微#

特别是新生儿患者#采集静脉血往往有困难#患者亲属更易接

受末梢血采集(

*

)

*此外大部分血液分析仪检测静脉血时对

1R@,-\

%

抗凝血的血量有一定的要求#这就给新生儿患者的

标本采集造成一定的困难#使得静脉血血常规在新生儿科开展

有一定难度#因此#大多数医院对于新生儿还是以末梢血检测

为主*但与静脉血相比#末梢血的采集易受多种外界及人为因

素的影响#比如采血部位的深浅'采血的速度#采集处体表的温

度等#这些都会导致末梢血与静脉血的血常规检验结果有

差异*

本研究发现#

$!!

名新生儿末梢血
8[/

'

0S[

'

0/@

平均

水平均比静脉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和王雪

琴(

'

)以及雍雪莲等(

$!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原因考虑为!$

$

%

新生儿第一周周围静脉血淤滞'周围皮肤的毛细血管内皮膜的

孔数增加#血浆外渗#使得毛细血管中血液浓缩#末梢血
8[/

'

0S[

'

0/@

均比静脉血标本高*$

%

%新生儿出生后数小时内

需代偿胎盘输血'以及分娩时外周循环中红细胞比容的增加#

使血浆逸出血管外#故
8[/

'

0S[

'

0/@

均有上升(

$$

)

*$

(

%仪

器设计时溶血剂的浓度和量是固定的#因新生儿
8[/

的浓度

高#溶血剂在短时间内不能完全溶解
8[/

以达到测定
0[

的

目的#这也能影响其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还发现
.6@

平均水平末梢血低于静脉血#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其原因考虑为!$

$

%新生儿血液处于

高凝状态#因此采集的末梢血还未来得及与抗凝剂发生反应已

有部分
.6@

聚集#导致
.6@

结果偏低*$

%

%采集新生儿末梢

血时#对血管进行挤压引起
.6@

损耗和聚集#挤压时又存在组

织液混入标本从而提高了
.6@

的聚集速度#采血速度慢又会

导致
.6@

聚集并黏附于皮肤穿刺处#致使
.6@

结果偏低*

$

(

%颈静脉被刺破后会激活
.6@

#被激活的
.6@

又会集中在破

损处#而手指被刺破后#周围流动血流较快#靠近血管壁的

.6@

流动缓慢#使得采集的末梢血中
.6@

数目减少*$

#

%

.6@

的计数与体积存在一定的关系#

.6@

极易聚集'黏附和破坏#

从而使
.6@

体积发生改变#而仪器检测
.6@

的体积设置在一

定的范围内#可使体积发生异常的
.6@

被误计或漏计#而导致

.6@

计数低于实际值*以上这些均可使
.6@

计数偏低而引

起假性结果(

$%

)

*

两组血细胞
[̂/

总数及其分类计数检测结果显示末梢

血的
[̂/

及
Y1

水平均高于静脉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6a

'

W3

'

13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考虑主要原因是新生儿进行末梢血采集的血管管腔相

对较为狭窄#循环差于静脉血管#从而导致血液成分出现部分

沉积#此外末梢血采集部位温度比静脉血低#导致
[̂/

计数

值偏高(

$(-$#

)

*本研究结果发现末梢血组
Y1

水平比静脉血组

高#这也许也是引起末梢血组
[̂/

总数比静脉血组高的主要

原因#

Y1

高可能是因为刺破末梢血管时#新生儿局部反应强

烈#引起炎性反应增高#致使
Y1

增加*

此外#临床上经常会出现单纯检查新生儿血常规时采集末

梢血#而做多项血液检查时又采集静脉血的现象*这两种方法

交替测定往往会导致临床医生对患儿的病情难以做出精准的

判断#影响医生对疗效的动态观察#从而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因

此不能将末梢血和静脉血的结果混合在一起比较*而且#末梢

血不能全面反映循环系统血液的整体情况#所以临床医生如果

对新生儿的末梢血结果存在疑问时#建议进行静脉采血复查#

静脉血内成分受外在因素影响较小#更能够反映全身循环血液

的真实水平(

$&

)

*同时#由于新生儿特殊的生理条件#调研并建

立新生儿不同采血方式的血常规参考值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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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骨髓坏死临床特点%相关实验室检查及预后分析"

杨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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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

勇$

%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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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中心'

%;

预防保健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讨论骨髓坏死患者临床特征%相关实验室检查及预后$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例确诊为骨髓坏死的临床患者

的临床表现%原发病诊断%相关实验室检查及预后$结果
!

骨髓涂片%骨髓活检单项诊断符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骨

髓涂片%骨髓活检在骨髓坏死患者的增生程度%坏死程度的判断差异均
,

有统计学意义"

!

$

!;!&

#$

(*

名骨髓坏死患者中!恶性肿

瘤患者占
+*;'&<

!非肿瘤疾病患者占
%$;!&<

!主要有高热%出血%持续性骨痛!肝%脾%淋巴结肿大等临床症状!主要有不同程度

的贫血%全血细胞减少%

6R0

%

,6@

%

,:@

升高$

(*

名患者中!

*

名非肿瘤患者均好转出院!

(!

名肿瘤患者
+

例仍存活$结论
!

骨

髓坏死与恶性肿瘤密切相关!预后差!骨髓涂片与骨髓活检联检能提高诊断率符合率$

关键词"骨髓坏死'

!

骨髓活检'

!

,:@

'

!

,6@

'

!

预后

!"#

!

$!;('"'

"

=

;5>>?;$"+(-#$(!;%!$+;%(;!(&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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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坏死$

[WY

%是某些疾病导致的骨髓造血组织和基质

细胞发生大面积原位坏死#细胞溶解破坏#骨髓涂片细胞形态

结构不完整#并出现较多粉紫色无定形物质和大量脂肪组织缺

失的少见并发症(

$

)

*常见于各种实体性肿瘤'恶性血液病#也

可见于重症感染'败血症等疾病*起病初期临床表现不典型#

临床易误诊'漏诊*本文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经本院确诊的
(*

例
[WY

的临床患者资料#探讨其临床特

征与相关血液学指标及预后分析#为临床诊治提供更多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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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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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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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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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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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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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本院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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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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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中

位年龄
(*

岁*患者经骨髓多部位穿刺涂片及骨髓组织活检明

确诊断*

?;@

!

方法
!

$

$

%骨髓涂片!按常规方法进行*必要时加做铁染

色和
.3_

染色等&$

%

%骨髓活检!按常规进行*使用
[AK5?

液

固定#塑料包埋法&$

(

%染色!苏木精
-

吉姆萨
-

酸性品红染色#必

要时加做网硬蛋白纤维染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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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

$

%诊断符合率!观察骨髓涂片'骨髓活检单

项诊断符合率及骨髓涂片及骨髓活检二者联检诊断符合率*

$

%

%骨髓涂片!骨髓涂片增生程度的判断采用中国医学科学院

血液病研究所制定的骨髓增生程度
&

级分类法(

%

)

$

(

%骨髓活

检!骨髓坏死程度采用
H25>BE

三级分类法(

(

)

!轻度坏死$

&

级%

坏死总范围小于活检组织的
%!<

#中度坏死$

!

级%坏死总范

围在活检组织的
%!<

"

&!<

#重度坏死$

%

级%坏死总范围大

于活检组织的
&!<

*观察骨髓活检网硬蛋白纤维增生情况#

网硬蛋白纤维增生程度分级积分标准按
W2?A)2F2?

改良法进

行判定(

#

)

*$

#

%临床表现及原发病分布!包括原发病及体温'出

血'骨痛'肝'脾'淋巴结等*$

&

%相关血液学指标!包括血常规

及肝功能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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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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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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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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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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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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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符合率
!

骨髓涂片单项的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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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活检切片单项的诊断符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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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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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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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因骨髓涂片上仅仅见

数量不定的粉紫色无定形颗粒状物质#而骨髓细胞单个细胞形

态基本清晰完整#骨髓涂片可疑存在
[WY

#而骨髓活检组织因

可见大片骨髓组织坏死区域而确诊*有
'

例患者因骨髓涂片

上明确存在
[WY

确诊#骨髓组织活检在明确病因诊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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