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与短篇!

!

例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的诊断

石
!

磊!

!李倩男!

!滕宗莉!

!任俊学"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

检验科#

"#

儿科!甘肃
9%$$%$

$

!!

!"#

!

!$#%4&4

"

5

#6778#!&9%.:!%$#"$!!#$4#$P:

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9%.:!%$

"

"$!!

$

$4.!$!/.$!

!!

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616;

G

>=06H

G

K@A;8>I

C

0<A;.

761<I;767

#

,̂ 3

&病例较为少见#临床特征*血液和骨髓细胞学及

胸片
W

线检查缺乏特异性#而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的检出是

,̂ 3

诊断的特异性指标)本研究通过对两种普鲁士蓝反应方

法的比较分析#选择应用细胞化学铁染色方法#对
!

例临床高

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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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痰液标本进行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的染色检

查#从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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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门诊以

/贫血待查0收住入院)患儿于入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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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面色苍白*疲

乏无力*咳嗽且痰不多*就诊于当地一所医院#诊断为/贫血0)

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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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病情无明显好转#并有所加重)为求得进一

步诊治#遂来本院)门诊行血常规检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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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自发病以来#神志清*精

神一般*食欲不振*咳嗽时伴有恶心呕吐*呕吐物为黄褐色*尿

液大便颜色正常)入院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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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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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面色苍白#头颅

五官无畸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应灵敏#双侧眼睑无水

肿#睑结膜苍白)口唇黏膜苍白#咽充血#扁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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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肿大)甲

床呈苍白色#颈软#无抵抗#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音)

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均未闻及杂音)腹平软#肝*脾肋下未

触及肿大#肠鸣音正常#脊柱四肢无畸形#肛门及生殖未见异

常)生理反应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入院后实验室及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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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晚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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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形态无明显异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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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填充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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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堆易见#形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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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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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可见双核*三核及花瓣样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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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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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形态

无明显异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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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填充欠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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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嗜多色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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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常规*粪常规*凝血项检查*血液和痰液细菌培养*痰液抗酸

杆菌检查*自身抗体及肝炎全项检查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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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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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检

查!双肺充满模糊阴影#以双肺中野为多#部分病灶形似小气囊

改变#右肺门影浓大#心*双肋隔大致正常)

初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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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原因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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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炎)最后临床

根据痰液含铁血黄素细胞学检查*血液和骨髓细胞学检查及胸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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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检查结果结合临床特征#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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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其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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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倍镜观

察!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着色鲜明*位置固定*易于寻找)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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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圆

形*椭圆形#胞浆充满)形态圆形*类圆形#颜色鲜蓝*深蓝色为

含铁血黄素颗粒)由于颗粒分布密集#胞核被遮盖而看不清)

背景细胞可见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形态不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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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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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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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数量较多#着色鲜明#呈散在*聚集状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

$铁染色#

h!$$

&%

(

!可见
"

个椭圆形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胞浆内充满

大小不一#颜色鲜蓝*深蓝色#形态圆形*类圆形含铁血黄素颗粒$铁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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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控方法具有较低的假失控检出率和高的误差检

出率#它可提示对某类误差敏感#从而可指出调查误差的方向#

但违背某一规则并不是发生误差类型的绝对指征$因其他类

型误差可在随机误差存在前提下存在#易被随机误差掩盖$多

规则质控方法可以认为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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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单值质控图法误差检出率低的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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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控效率明显提高#以该月数据为

例#按照本科此前的质控规则#以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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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失控#根据统

计学正态分布数据规律#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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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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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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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究竟是失控#还是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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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偶然误差#单一质

控物是无法分辨$若每批采用
(

个质控品#同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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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

制限#则会产生太多的假失控#如本月高值质控血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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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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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控制限#虽降低了假失控#但

也降低了误差检出率$若按此质控规则判断分析本月只有一

次失控#误差检出率很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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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量控制方

法#本月共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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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仍为在控#属于偶然误差过大#提醒操作者注意#

可发出该天报告$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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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检测报告的准确率提高#单个控制

规则不可能对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都有很高的灵敏度#也不可

能兼顾高的误差发生概率和低的假失控概率#因此#最理想的

是使用联合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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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的组合对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均敏感#提高了误差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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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规则的质控方式则可

轻松发现#有利于质量的改进与提高$

总之#多规则质控为实验室提供了更多的误差检查途径#

一些通过单规则质控不能发现的误差$通过这种用几个不同

浓度水平质控物#同时采用多规则质控的分析方式#不仅可以

分析出误差的类型#而且在提高检验的准确度和精密度上也有

较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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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液溶血后#血红蛋白分解#其中球蛋白部分被吸收#含铁血

黄素被单核一巨噬细胞吞噬并大量堆积#造成细胞微器官功能

障碍和细胞实质损伤#导致广泛肺泡纤维化#临床表现为反复

呼吸道症状%咯血%增生性贫血或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影像

学可呈毛玻璃样%絮状%斑片状%网格状%结节状及蜂窝样阴影

等非特异多样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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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痰液%胃液及肺泡灌洗液中找到

大量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为诊断本病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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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患儿临床经血液%骨髓%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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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检查及临床特征高

度怀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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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做痰液含铁血黄素试验$由于痰液黏稠

的特性#采用尿含铁血黄素试验方法受标本的消化或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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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及形态学不易辨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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