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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检验医学0是丛玉隆教授组织全国相关专业的知名

专家编写的!该教材为促进检验与临床的学术交流!提高医疗

质量和检验医学学术水平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在学习该书的

过程中!笔者对有些观点特提出讨论%

/实用检验医学0在"患者生理变异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关

于性别部分提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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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间!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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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密度

脂蛋白*

9S9

,的水平女性比男性稍高!而高密度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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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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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男性和女性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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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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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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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女性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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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后女性高于男性!中国成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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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凌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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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正常参考值

分别为
&2"

!

!26(554=

(

9

和
!2!(

!

!2#%554=

(

9

!女性高于

男性%血脂测定*包括
;Y

和
CS9

,是临床实验室常用的检验

指标!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疗效观测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文

献报道关于男女
;Y

和
CS9

正常参考值不一致!可能会在临

床判断上造成困惑!故建议文献应相互统一%

/实用检验医学0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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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图的介绍为'以

'&

次单份质控品的测定结果计算出均值和标准差!定出质控

限!以
(b':

为警告限!以
(b$:

为失控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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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永绥和张伟

民-

6

.认为!室内质控每个项目只做
!

个数据!当质控值超过
b

':

但不足
b$:

时应引起注意!但不作为失控处理%冯仁丰-

(

.

认为可以设定
!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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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后者任何超过
(b$:

或
(b':

限

值的即确定为失控%室内质控是临床实验室将质控品随同病

人样品一起由检测系统检测!由于各实验室对质量控制的目标

和要求不同!可以选择相应的质控规则!如使用
!

个质控品!制

定
!

$:

或
!

':

规则!质控规则为
(b':

或
(b$: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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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图虽然方便易行!但却相对粗糙%建议选择
'

个

质控品!选择
\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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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质控规则程序!降低假失控或假报警

概率!提高分析失控类型和原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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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巨幼细胞贫血临床及细胞形态学分析

朱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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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幼细胞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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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叶酸&维

生素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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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SK7

合成障碍所导致的一种贫血!其临床症状

易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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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混

淆!为此!对本院近年治疗的
F7

患者临床及细胞形态学分析

结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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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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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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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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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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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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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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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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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学生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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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
!

例!年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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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合并慢性病患者
'$

例*

(!8

,!年龄
(&

!

%$

岁+长期以素食为主&不食蔬菜和肉类

者
!&

例*

''8

,!其中
(

人呈典型镜面舌+妊娠及产后患者
6

例+头晕&乏力
6&

例+恶心&呕吐者
$&

例+消瘦者
6

例%诊断明

确后给予足量叶酸&维生素
V

!'

治疗!其中
'

例合并缺铁的患者

加用铁剂治疗!

!

例合并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加用丙

种球蛋白&激素治疗!治疗后所有患者症状明显好转!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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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平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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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查
"

对
6(

例患者进行血常规检查和骨髓细胞

学分析%经血常规&骨髓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查!依据/血液病诊

断及疗效标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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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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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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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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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F7

患者
\VY

&

CE

均下降+

X=,+

正

常者
!!

例!降低者
$6

例+

FYJ

&

FYC

&

BS\)YJ

均升高者
66

例!其中
FYCY

正常者
$!

例!下降者
!$

例+

!

例患者
FYJ

&

FYC

&

FYCY

均正常!但
BS\)YJ

下降%血涂片检查发现巨

幼粒细胞
!!

例!巨幼红细胞
!(

例!过分叶核中性粒细胞
6&

例%骨髓细胞学分析发现!

6(

例患者均表现为骨髓增生活跃!

其中极度活跃
!$

例&明显活跃
'(

例&活跃
*

例+在细胞形态特

征方面!有
$%

例发生粒&红两系巨变!

(

例发生粒系巨变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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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巨变不明显!

'

例为红系巨变而粒系巨变不明显+

!&

例患者

的巨核细胞数在
#

!

$(

个之间!

$(

例在
$%

!

6#"

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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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铁染色呈阳性!

'

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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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
6(

例患者中!

!6

!

'(

岁学生
!&

例!占
''8

!

(&

岁以

上且合并慢性病者
'$

例!占
(!8

!素食者
!&

例!占
''8

%提

示老年人和青少年为
F7

高发人群%有研究报道!老年人
F7

的发生与存在消化道疾病密切相关-

'

.

!本组
(&

岁以上老年人

患胃肠道疾病者
!!

例!因脑血管病后遗症长期流质饮食者
'

例%老年人由于缺齿食欲降低!进食蔬菜&水果&肉类逐渐减

少!加之叶酸性质不稳定!蔬菜烹煮时间过长会使之破坏!导致

叶酸缺乏而发病%青少年因为生理摄入不足!且需要量增加易

造成维生素
V

!'

和*或,叶酸缺乏%

F7

起病缓慢!早期症状轻!

主要表现为厌食&腹胀&恶心等消化道症状!多数患者不重视!

常常自服助消化药物或在附近诊所进行对症治疗而延误诊治!

导致后期病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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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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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形态学特点包括'红系可见巨大晚幼红&早幼红及中

幼红均有不同程度巨变!同时出现核浆发育不平衡!豪
)

乔氏小

体及卡波氏环+粒系可见中幼&晚幼粒&杆状核粒细胞出现巨幼

变化!如核肿胀&疏松&胞浆中颗粒减少!分叶核可见分叶过多

*

(

!

!&

叶,+巨核细胞常增多!以颗粒巨为主!可见巨型变!包

体较大!分叶增多!而产板巨减少+骨髓可染铁!外铁多正常!细

胞内铁铁小珠明显!一般
'

!

(

粒!显示骨髓铁异常%

F7

患者

外周血象多表现贫血!两系&三系细胞减少!血涂片可见成熟红

细胞大小明显不等!以大红细胞为主伴有中性粒细胞核分叶过

多%根据形态学特点!可把
F7

分为以粒系细胞显著增生和

巨变为主!以红系细胞显著增生和巨变为主!和以粒&红两系均

巨变为主
$

种类型%

F7

常可累及红系&粒系&巨核系!表现形

式不尽相同!临床表现可呈现各类造血细胞生成障碍的不同骨

髓象及血象!易与
FS:

混淆-

6

.

%值得注意的是骨髓检查应在

治疗前进行!因服用叶酸&维生素
V

!'

后!红系巨幼变于
#I

后

开始消退!至给药后
'

!

$H

细胞变化最显著!骨髓中细胞巨幼

变基本消失!但多分叶核粒细胞可持续存在
!&

!

!6H

!此时要

注意寻找多分叶核粒细胞及巨型杆状核粒细胞的存在-

(

.

%

总之!在利用各种手段对
F7

进行诊断时!笔者认为符合

以下条件的可确诊'*

!

,患者主诉头晕&乏力!消化系统表现为

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及舌炎+维生素
V

!'

缺乏患者可出现神经

系统症状!如手足麻木&感觉障碍&失调等+*

'

,血常规表现为红

细胞和血红蛋白降低!血涂片可见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和巨大

椭圆形红细胞!嗜中性粒细胞核分叶过多+*

$

,骨髓象中可见红

系或粒系或两者合并的巨幼变!铁染色特点为外铁正常!内铁

多异常+*

6

,补充叶酸&维生素
V

!'

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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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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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上要详细填写近日血常规结果!穿刺过

程中应防止外伤性血液的进入!专用抗凝管保存!封口后立即

送检!

6c

运输标本%

@2B

"

标本的传送

@2B2?

"

正确送检
"

标本采集后立即由专人按正确方式处理和

分装!所有标本必须放在双层密闭的塑料袋里!同一位患者的

两份以上密闭的标本可以放在同一塑料袋内并封好!不同患者

的标本不能放在同一袋内%用专用的带温度显示运输容器在

规定时间内送检!不同温度要求的标本不能放在同一运输容器

内送检%运输过程中应按要求温度保存标本&防止标本的反复

冻融&防止过度震荡&防止标本被污染&防止标本及唯一性标志

丢失和混淆&防止标本对环境的污染&水分蒸发%不能及时送

检的标本应按要求保存!并尽快送检%禁止用玻璃容器冷冻标

本!避免用玻璃容器分装和运送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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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送检
"

送检标本中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所有标

本均按/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条例0中相关要求安全送检!确

保不污染周围环境%送检人员应做好相应的防护工作!以确保

在运送过程中不被感染%

A

"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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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标本是对临床检验的有益补充!是对检验资源的合

理&有效应用%实践证明!外送标本分析前质量控制中的特殊

要求对减少实验误差!提高检测质量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外送标本近年来在中国逐渐普及!如何做好外送标本

分析前质量控制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外送标本分析前质量

控制中有很多的特殊要求!应尽快制订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

对委托实验室的选择!外送标本分析前申请&采集&分离&储存&

交接&实验室间传送中各环节进行规范化指导!为患者和临床

医生提供科学&准确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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