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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五分类全自动血

细胞分析仪!该仪器通过白细胞分类计数通道"

Q6LL

#

和白细胞)嗜碱通道"

f[J

)

[3@d

#对白细胞进行分

析&

&

'

%目前!白细胞计数假性增高报道较多!原因多

为难溶红细胞$血小板聚集$冷球蛋白等!而白细胞计

数减低报道较少!原因多为白细胞聚集&

!*(

'

%现将工

作中遇到的
&

例由血浆因素导致
\N*!&""

白细胞计

数假性减低的临床特殊病例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病例简介
!

王某!男!

+,

岁!因进食后腹胀$呃逆

来本院就诊!经胃镜$影像学及相关检查诊断为胃癌

并肝脏转移!血型
d

型
2O

"

Q

#阳性!不规则抗体筛选

阴性!胆红素正常!采血前未进行治疗%

\N*!&""

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白细胞无法分类!并且散点图信

息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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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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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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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原卫生部室间

质评通过!当日质控在控-

d:Z=7_@[\*#(

显微镜%

$$&

!

检测方法
!

使用一次性乙二胺四乙酸二甲"

NQ*

83*̂

!

#抗凝的硅化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B:

!

按照
\N*!&""

操作规程检测-按照.全国检验临床操

作规程/进行显微镜下白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计

数-使用白洋
,""*3

型离心机
!"""C

)

B.0

离心
+

B.0

!吸取上层血浆保存!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细胞
!

次!加入吸出血浆等量的生理盐水充分混匀!放置
&+

B.0

后进行检测-筛选与本实验血交叉配血相合的健

康人血标本!使用
\N*!&""

进行检测!将标本离心后

与该患者的血浆进行等量置换!充分混匀后放置
("

B.0

!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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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

结
!!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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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及镜检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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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患者

白细胞为
)$&̀ &"

)

)

:

!经生理盐水洗涤后白细胞计数

明显增高且与人工显微镜白细胞计数相符!血涂片未

见白细胞聚集%交叉配血相合的健康人血浆置换为

患者血浆后!白细胞计数也明显降低!结果见表
&

%

表
&

!!

显微镜计数#标本洗涤前后及血浆置换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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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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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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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计数
(#$"" P P P

洗涤前
)$&" (!$'& )$&" ($,&

洗涤后
(($"+ (($+& (($"+ &$"&

正常标本
'$+! '$,+ '$+! &$"!

血浆置换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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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

表示无数据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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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前散点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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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后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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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LL

和
f[J

)

[3@d

通道洗涤前后散点图变

化
!

为进一步分析白细胞计数假性减低原因!查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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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两个通道的散点图!发现洗涤前后
Q6LL

通道散点

图变化不明显!而
f[J

)

[3@d

通道变化十分明显!

洗涤后
\

轴附近散点明显减少!因而白细胞计数恢复

正常!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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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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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
Q6LL

通道的检

测原理是根据不同种类和成熟度的白细胞对荧光染

料的着色能力不同!进而区分不同类型的白细胞-

[3@d

通道是通过加入表面活性剂使除嗜碱性粒细

胞以外的白细胞溶解破碎!计数嗜碱性粒细胞和其他

白细胞&

#

'

%通常情况下两个通道白细胞计数的比值

接近于
&

!而白细胞总数来源于
f[J

)

[3@d

通道%

以往报道白细胞计数假性减低的原因主要是白细胞

聚集!而该患者血涂片中未见白细胞聚集且细胞形态

大致正常!并且换用枸橼酸钠抗凝剂以及
(1a

水浴

均对计数没有明显影响!因而排除
NQ83

诱导的聚集

和冷凝集&

+

'

%

为了分析白细胞计数假性减低的原因!研究者对

标本进行了洗涤%从表
&

中可以看出!洗涤前白细胞

数为
)$&̀ &"

)

)

:

!洗涤后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且与人

工显微镜计数相符%健康人血浆置换为患者血浆后

也可导致白细胞计数假性降低!说明是患者血浆的因

素导致白细胞计数假性降低!与中性粒细胞退行性变

化无关!与以往报道不同&

,

'

%从散点图上可以发现!

洗涤前后
Q6LL

通道变化不明显!而
f[J

)

[3@d

通

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洗涤前
f[J

)

[3@d

通道散

点图中靠近
\

轴的区域出现了大量散点!洗涤后
\

轴

附近散点显著减少!而白细胞计数区域的散点增多!

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

溶血剂中表面活性剂浓度过高或作用时间延长

会使细胞膜结构崩解!脂质被表面活性剂乳化!细胞

浆流出!超出中性粒细胞所承受的限度后!细胞体积

进一步变小!胞浆完全流出$胞膜消失甚至成为裸

核&

1

'

%研究分析!该患者血浆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增

强溶血剂的强度进而导致中性粒细胞核的裂解!形成

了体积较小的碎核%根据散点图的原理可知体积越

小越接近散点图的
\

轴!如果超出白细胞计数区域!

就会导致白细胞计数减低&

(

'

%因为
Q6LL

通道使用的

溶血剂强度远低于
f[J

)

[3@d

通道!所以
Q6LL

通

道基本不受影响%阅片发现该患者中性粒细胞占

)!4

!比例较高!所以对计数影响较大%因此认为患

者血浆因素导致
f[J

)

[3@d

通道溶血剂对中性粒

细胞的作用力加强引起中性粒细胞破碎!是导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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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计数假性减低的主要原因%

这个病例提示在临床工作中!如果血细胞分析仪

出现白细胞无法分类!并且出现此类异常散点图!排

除
NQ83

诱导的聚集和冷凝集后!可以考虑对标本洗

涤后重新计数%因此!高度重视和理解血细胞分析仪

提供的散点图等相关信息!有助于发现血细胞分析仪

白细胞计数假性减低等特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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