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检验研究!

同一品牌不同类型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可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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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不同仪器进行检测结果比对和校准!有利于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三分群分析仪对白细胞的检测只能作

为初筛!采用五分类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验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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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群和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在各级医院中广泛使用#但分

析仪检测结果的对比性分析多局限于三分群与三分群分析仪

或五分类与五分类分析仪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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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同一品牌三分

群与五分类血液分析仪测定结果间的可比性#有利于了解不同

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差异#保证临床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

性+本组采用同一品牌三分群和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分别对相

同标本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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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该院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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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凝管中+所有临床标本在采

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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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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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分群血液分

析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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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各一台#均使用原装配

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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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仪原装配套质控品作为室内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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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控 品 批 号 为 高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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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剂及质控品均在有效期内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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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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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厂方工程师完成仪器常规维护并用清洗液浸洗

所有管道系统#在确定空白及携带污染率检测符合仪器要求后

进行质控品及临床标本检测+检测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相关要求进行+随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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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标本分别在两台分析仪

上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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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符合相关要求的条件下以两台

血液分析仪检测相应配套室内质控品#室内质控品检测结果均

在控制范围内的条件下进行临床标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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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标本在

两台仪器上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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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检测结果平均值$

J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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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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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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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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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和检测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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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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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析仪检测临床标本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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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析仪检测临床标本结果比较

检测指标 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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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分群分析仪中为直接检测指标#在五分类分析

仪中为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在外周血
X,6

中所

占百分比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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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分群血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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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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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由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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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分析计算后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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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析仪检测临床标本结果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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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析仪检测临床标本结果相关性分析

检测指标 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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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分类血液分析仪采用半导体激光,

流式细胞核酸荧光染色技术和流体力学聚焦原理对血细胞进

行分析#可以获得准确的白细胞五分类结果#并能判断标本中

是否存在幼稚细胞&常规最大分析速度可达每小时
B&

份标本#

可同时提供
'K

项参数和多种可疑性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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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分群血液分析仪以电阻抗法为检测原理#根据通过计数微

孔颗粒体积大小不同#所产生的电阻脉冲不同进行血细胞分

析&全血标本经溶血素作用后
!,6

和
4*$

被溶解#此时标本

中的细胞成分仅为白细胞#不同体积白细胞通过计数微孔时产

生的电阻脉冲不同#并根据脉冲大小$细胞体积大小%将白细胞

分为
C

群#即大细胞群,中间细胞群和小细胞群#由于仅能根据

细胞核体积差异识别细胞#不能对白细胞进行分类#故只能称

.分群/#且大细胞群和小细胞群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中性粒细

胞和淋巴细胞+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文件$

_4&A='#!

%的要

求#当应用不同方法检测相同指标时#若检测结果
!

'

&@AJ>

#

可视为不同方法检测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本研究显

示#经配对
/

检验分析#

)̂ 1'%3

型和
$̂1%B&&7

型血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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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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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分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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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且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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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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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群比五分类检测结果高
B@JD

#可能与三

分群和五分类分析仪检测白细胞原理不同#且中间细胞群细胞

在外周血
X,6

中所占比例较低#相对偏差较大有关+可见除

5 <̂D

外#其他指标在
)̂ 1'%3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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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血液分析仪之

间具有很好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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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分类血液分析仪采用独特的核酸荧光染色

方法#在白细胞形态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替代人工显微镜法分

类#甚至比人工显微镜法更准确#但当检测结果中有各种异常

信息提示或检测非合格标本时#仍需人工显微镜法复检'

B1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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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分群血液分析仪对白细胞不能分类只能分群#与

五分类分析仪检测结果比较
5 <̂D

明显偏高#故三分群分析

仪对白细胞的检测只能作为初筛+当
5 <̂D

升高时必须进行

显微镜法或五分类分析仪复检#可采用
5 <̂D

首次结果大于

&@%&D

作为复检标准#在检测结果经过确认,补充,区分后才能

发出报告'

%&1%%

(

+本组认为#五分类分析仪在白细胞分类检测

方面优于三分群分析仪#且三分群与五分类分析仪检测结果报

告不统一#因此采用五分类分析仪进行外周血血常规检验较为

理想+

目前#医院检验科同时应用三分群与五分类血液分析仪进

行外周血血常规检验的现象较为普遍#根据临床实验室质量管

理相关要求#为保证检验结果准确可靠#必须在参照系统准确,

稳定的前提下#采用新鲜全血标本定期对不同仪器进行检测结

果比对和校准#且每年至少应进行
%

次#从而有利于保证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临床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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