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检验研究!

乙二胺四乙酸三钾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症的认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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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乙二胺四乙酸三钾"

_<$=1)

C

#引起血小板"

4*$

#聚集原因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方法
!

对
C

例典型

_<$=

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

4$64

#患者采用
_̂1'%&&

血液分析仪!观察不同抗凝剂"

_<$=1)

C

&枸橼酸钠及肝素锂#在不同时

间段测定血小板的变化$结果
!

"

%

#

C

例典型
_<$=14$64

患者均显示在仪器旁!即刻检测血小板
C

种抗凝剂均可!且结果相近!

超过
C&F7I

后!

_<$=1)

C

抗凝下降明显!而枸橼酸钠与肝素锂抗凝血对血小板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仪器异常直方图和散

点图提示血小板的异常凝集$"

C

#新鲜血涂片与
_<$=1)

C

抗凝血对比显示血小板的大片聚集$结论
!

_<$=14$64

患者采取

机前即刻检测结果比较可靠!更换枸橼酸钠与肝素锂抗凝剂的方法不作首选$结合临床症状&血常规直方图与散点图及周围血涂

片!避免对
_<$=14$64

患者的误诊误治$

关键词"依地酸'

!

血小板计数'

!

血液分析仪'

!

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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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乙二胺四乙酸$

_<$=

%盐作为血细胞分析的抗凝剂是

国际血液标准委员会$

#6[+

%在
%AAC

年确定#并被广泛使用#

但
_<$=

盐有时能够引起血小板发生聚集#出现依赖性假性

血小板减少#即
_<$=

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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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
C

例
_<$=

依赖

性
4$64

患者的发现过程及采用不同抗凝剂对血小板进行测

定与分析#总结纠正手段#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病例
%

#男#

'B

岁#以.发作性左腰疼/

%

周主

诉入院泌尿外科#诊断.左输尿管结石/+主诉!连续多年体检#

4*$

减少#但无出血症状#无瘀点,瘀斑,出血等血小板减少症

状#入院后血
4*$

为
%>e%&

A

"

*

#次日转入血液科并做相关检

查#

4*$

多次复查为
''e%&

A

"

*

,

%Be%&

A

"

*

#且血涂片片尾处

可见大量血小板聚集#骨髓穿刺涂片也见骨髓增生活跃#巨核

细胞
(>

个#其中产板巨核细胞
K%

个#血小板散在分布#小簇易

见#患者在实验室仪器旁采血#无任何抗凝剂即刻测定#

_<1

$=1)

C

抗凝,枸橼酸钠抗凝及肝素锂
C

种抗凝剂分别于
>

,

C&

,

(&

,

%'&F7I

进行检测#经结合临床鉴别确认为
_<$=

依赖性

4$64

#复查血小板计数后正常出院+

病例
'

#男#

JK

岁#以.冠心病"心率失常#室早/为初诊入

院心内科#入院后血常规检查
4*$

为
%Ke%&

A

"

*

#但临床查体

无出血症状#无瘀点,瘀斑等血小板减少症#出凝血时检查正

常#再次血常规检测
4*$

为
''e%&

A

"

*

#且仪器提示血小板凝

集#血涂片尾处可见大片聚集#患者在实验室仪器旁采血#采用

.病例
%

/方法#复检血小板确诊为
_<$=

依赖性
4$64

+

病例
C

#男#

(K

岁#以.左肾癌术后#高血压病
'

级#慢性肾

功能衰竭
'

期/为初诊入院泌尿内科+主诉!左肾癌术后#全身

乏力
'

个月+入院后检查#肝功能正常#甲状腺功能正常#出凝

血时检查正常#

,E3

为
>@BJFF9.

"

*

#

6:

为
%'C@(

)

F9.

"

*

#

E=

为
KA'

)

F9.

"

*

+血常规两次显示血小板减少#分别为
'(

e%&

A

"

*

,

'Be%&

A

"

*

#但临床查体无出血症状#无瘀点,瘀斑+

血常规中血小板散点图异常#提示.

4*$0.MF

8

H

/#血涂片尾处

可见大片聚集#患者在实验室仪器旁采血#采用.病例
%

/方法#

复检血小板确诊为
_<$=

依赖性
4$64

+

A@B

!

方法

A@B@A

!

仪器法
!

采静脉血#分别置于无任何抗凝剂管,

_<1

$=1)

C

抗凝管,枸橼酸抗凝管,肝素抗凝管内#

>

,

C&

,

(&

,

%'&

F7I

用
H

Q

HF;̀1'%&&

型分析仪检测+

A@B@B

!

血涂片法
!

_<$=1)

C

抗凝血$

C&

,

%'&F7I

%#患者新鲜

耳血涂片各一张自然晾干#用瑞
1

姬氏染色#显微镜观察血小板

聚集情况+

A@B@C

!

骨髓涂片法
!

取材良好#涂片厚薄适宜的骨髓片两张#

用瑞
1

姬氏染色#观察血小板及巨核细胞数量形态及产板情况+

B

!

结
!!

果

B@A

!

患者在仪器旁采血即可检测$

>F7I

%#采用无任何抗凝

剂,

_<$=1)

C

,枸橼酸钠,肝素抗凝检测无较大差别+但在
C&

-

(JJ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C'

卷第
J

期
!

#IN\*-/5;R

!

5-

Q

'&%%

!

29.@C'

!

39@J



F7I

后#

_<$=1)

C

抗凝管有明显减少+

C&

,

(&

,

%'&F7I

后枸橼

酸钠,肝素抗凝管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此外#.病例
%

/还可见

_<$=1)

C

和枸橼酸钠同时使该患者血小板聚集而数量减少#

见表
%

+

表
%

!!

仪器法不同时间检测
C

种抗凝血的血小板结果比较#

e%&

A

&

*

$

时间$

F7I

%

不加任何抗凝剂

病例
%

病例
'

病例
C

_<$=1)

C

病例
%

病例
'

病例
C

枸橼酸钠

病例
%

病例
'

病例
C

肝素

病例
%

病例
'

病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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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表示无数据+

B@B

!

血常规异常直方图和散点图
!

在
H

Q

HF;̀1'%&&

仪器上#

病例
%

,

'

,

C

的
_<$=1)

C

抗凝血
C&

,

(&

,

%'&F7I

的血小板直方

图和散点图均有异常提示+

B@C

!

外周血涂片
!

新鲜外周血涂片可见血小板散在或小簇易

见+而
_<$=1)

C

C&F7I

时涂片可见体尾部血小板簇状聚集#

片尾部呈小片状聚集&

%'&F7I

后涂片血小板在片尾部均可见

呈大片状聚集+

B@D

!

骨髓涂片
!

骨髓涂片中巨核细胞数量正常#产板正常#血

小板散在成簇易见+

C

!

讨
!!

论

_<$=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

4$64

%首先于
%A(A

年被
a9T1

.-IR

等'

%

(报道+国外报道其发生的概率为
&@&JD

%

%D

#国内

报道为
&@&AD

%

&@'D

'

'

(

+

_<$=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是

一种体外现象#可发生于健康群体和各种患者#是由于抗血小

板自身抗体在
_<$=

存在条件下#引起血小板聚集+这些抗

体可以是免疫球蛋白家族的
#

S

a

,

#

S

5

或
#

S

=

#其直接针对隐

藏的抗原决定簇#这些抗原决定簇平时是在血小板膜糖蛋白

$

a

8

%

$

/

"

'

-

人凝血因子
&

^

中隐藏+由于
a

8$

/

"

'

-

需要

在钙离子存在下保持其异二聚体结构#

_<$=

可以通过它与钙

离子的螯合作用分离
a

8$

/

"

'

-

#导致
a

8$

/

表簇暴露+这

种
a

8$

/

"

'

-

构想的改变也与温度有关'

C

(

+在温室条件下出

现血小板聚集现象#而在
CJZ

则无此现象发生'

K

(

+

)MI70V7

等'

>

(证实了与
_<$=14$64

相关的自身抗体的原型+

,7UU-:9

和
,:-IR-.7H;

'

(

(发现
_<$=14$64

与任何特殊的病程或者应

用特殊药物无关#并且证实在健康群体和各种不同疾病的患者

都存在+

血小板是临床最常用和观察较重要的指标之一#由于

4$64

的临床发生率很低#不为大多数检验工作者和临床医师

所熟悉而常常被忽视#进而导致临床无故增加其他不必要的辅

助检查#.病例
%

/患者多次门诊体检诊断血小板减少#进而由

泌尿外科转入血液科并进行了骨髓穿刺检查#本组认为若临床

检验工作者能够多注意血常规散点图及外周血涂片的变化#像

骨髓穿刺这样的检查是可以避免的#资料显示有的患者甚至被

误诊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给予输注血小板及激素等治

疗#导致了误诊误治#甚至引发医疗纠纷+因此#提高检验人员

素质及责任心#加强与临床的沟通与联系#加深对
_<$=1

4$64

疾病的认识#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手段#减少误诊误治的

发生是检验人员与临床医师共同的目标和责任+

本组在不同抗凝剂比对测试中发现#枸橼酸钠和肝素锂对

血小板测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枸橼酸钠是一种钙的螯合物#

呈碱性#可与钙离子形成可溶性螯合物#其抗凝性弱#易使血小

板聚集而致总数减少'

J

(

+肝素锂抗凝#主要作用是抑制凝血活

酶与凝血酶形成#并激活纤溶酶'

B

(

+但是由于肝素能引起血小

板聚集及肿胀或过量肝素导致血小板破坏#在计数时#由于其

体积较大#会被误认为其他细胞+.病例
%

/显示枸橼酸钠也可

导致血小板聚集#这与刘立军'

A

(的报道相同+因此#本组认为

在发生
_<$=14$64

时#更换枸橼酸钠和肝素锂等抗凝剂的

方法应用于血小板的计数不是首选#这与某些相关报道不

同'

%&1%%

(

+

在实际操作中#无论门诊还是住院患者往往不能在
%&F7I

内完成血常规的测定#因此建议临床上对无任何出血症状#无

瘀点,瘀斑等血小板减少体征的患者#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

%

观察血常规散点图#有
4*$

凝集提示+$

'

%血常规做涂片染

色#片尾部可见大量血小板聚集+$

C

%疑似
4$64

患者可在仪

器旁#即刻采血直接做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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