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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RGT

发生聚集对
RGT

相关参数的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法%方法
!

将疑为
RGT

聚集的标本离心后!用等

量生理盐水置换标本血浆后再次上机检测%结果
!

RGT

聚集导致
RGT

计数明显降低!红细胞压积"

ST3

$&平均红细胞容积

"

PTU

$&平均血红蛋白分量"

PTS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PTST

$参数均不可靠%其中
PTST

明显增高为典型表现%经

处理后!结果恢复正常%结论
!

RGT

聚集严重影响
RGT

相关参数的检测!本方法可以消除因血浆因素对
RGT

相关参数的影响%

关键词"红细胞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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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是临床医学检验最常用的检测仪器之一#在

工作中#常发现有少量患者的
RGT

自发聚集#导致血细胞分析

仪不能正确计数
RGT

#严重影响
RGT

相关参数如!

RGT

'

RGT

压积$

ST3

&'平均
RGT

容积$

PTU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

PTS

&'平均
RGT

血红蛋白浓度$

PTST

&等的准确性(而上

述各参数对于贫血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尝试

用等量生理盐水置换患者血浆#以消除
RGT

聚集的影响#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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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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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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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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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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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间#在所有

静脉血常规检测中发现
'

例
PTST

%

(&%

@

"

Z

的标本#其中男

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包括脑梗死
+

例#脑肿瘤
!

例#癫痫
!

例#精神分裂症
!

例(随机选取
!%

份本院合格的静

脉血常规标本为对照(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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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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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和原厂质控品#每年用原厂校准物规范校准一次%

"<Z

真空采血管#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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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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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钠注射液$生理盐水&%珠海贝索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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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姆萨染色液%芬兰

Z: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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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

移液器#每年校准一次(

A#C

!

检测方法
!

规范操作仪器(先用原始标本在血细胞分析

仪检测一次#血涂片一张瑞氏
2

穙姆萨染色备用#然后将标本

!%%%

@

离心
"</1

#用移液器吸取血浆$严格避免吸取细胞&#

再加入等量生理盐水#充分混匀#

('[

孵育
!$</1

后上机再

次检测(

A#G

!

统计学处理
!

标本处理前后的结果采用配对资料
:

检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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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标本血涂片镜检可查见
RGT

聚集成团现象(疑为
RGT

聚集的标本处理前
RGT

计数明显降低#

ST3

'

PTU

'

PTS

'

PTST

等参数即有可能不可靠%根据本科制定的血常规复检

规则#样本经生理盐水置换处理后复检#结果均正常(部分重

要参数处理前后的结果见表
!

(对照标本经等量生理盐水置

换血浆后#除
HZ3

外#其他主要参数均无显著性改变(主要参

数处理前后的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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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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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的标本处理前后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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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本系严重脂血标本#

SD

假性增高#未加入
:

检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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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标本处理前后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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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RGT

表面的唾液酸带有负电荷#

RGT

间互相排斥使

之分散悬浮于血浆中#不致聚集(患者标本中
RGT

自发聚集

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

&

RGT

本身形态异常#易于形成,缗钱

串-聚集%$

"

&血浆中异常增多的球蛋白'纤维蛋白原等中和了

RGT

表面负电荷使之聚集)

!

*

%$

(

&血浆中存在针对
RGT

的自

身抗体#如冷凝集素等)

"

*

(

当多个
RGT

聚集后通过血细胞分析仪计数小孔时#仪器

将其识别为一个大
RGT

#导致
RGT

显著降低#

PTU

增高(但

RGT

聚集时
RGT

下降较
PTU

增高更为明显#故
ST3

结果也

明显降低)

(

*

(

SD

基于溶血后比色法检测#结果不受影响#故

PTS

'

PTST

均明显增高(因
PTST

在病理情况下也很少

出现明显增高)

+

*

#所以可将
PTST

明显增高作为
RGT

聚集的

重要提示(染色镜检查见
RGT

聚集成团现象则可确定(

PTST

是基于
RGT

'

SD

和
ST3

的计算项目#其轻度增

高可能基于上述项目的检测误差(而
RGT

聚集往往导致其明

显增高(文献推荐的
PTST

复检标准为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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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T

相关参数是贫血性疾病的重要诊疗依据(发生
RGT

聚集时#仪器给出的
RGT

相关参数除
SD

外均不可信#显微镜

检也无法提供准确的计数结果(本研究显示#用等量生理盐水

置换血浆前后#

RGT

计数明显增高#

RGT

相关参数结果的改变

有显著性差异(证明本法可以消除血浆因素导致的
RGT

聚集

现象(有
!

例标本经离心后发现为严重脂血#致
SD

检测结果

偏高)

-

*

#经血浆置换消除了脂血的干扰(

在实验中发现#置换操作时应绝对避免吸到血细胞#同时

离心速度和时间不宜过快过久#以避免
RGT

变形和破坏(本

研究显示#本方法对除
HZ3

外的其他参数无显著性改变(

HZ3

可能是因为短时间低速离心未能使之完全沉积而损失(

建议最终血常规报告使用处理前的
aGT

'

HZ3

结果和处理后

的
RGT

结果(

血浆置换后的标本
('[

孵育
!$</1

的目的是减少冷凝

集的影响#如确定无冷凝集干扰可跳过此操作(影响血细胞分

析仪结果的因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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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
PT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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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的标本

处理后均会恢复正常#本方法仅适用于消除血浆因素对
RGT

计数或
SD

检测的干扰(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实验室应制

定合适的血细胞自动计数复检规则并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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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发

出错误的检验报告#影响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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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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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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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中交叉污染产生的具体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避免%方法
!

将葡萄糖"

JẐ

$&磷"

H

$&铁"

I7

$作为接受项目与提供项目肌酸激酶"

TF

$&总胆固醇"

3T

$进行交叉污染实验%结果
!

仪器状况良

好时!提供项目对接受项目无显著影响%仪器状况不好时!提供项目对接受项目影响显著%结论
!

应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交

叉污染实验!确定交叉污染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交叉污染!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

关键词"设备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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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交叉污染#

!

避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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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试验

室#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具有多项目'多样本的处理能力#由于共

用吸样针'试剂针'搅拌棒以及比色杯#交叉污染的情况不可避

免地存在)

!

*

(仪器使用过程中#由于状态的改变#交叉污染会

日趋严重(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为某一项目的测定结果一

直符合临床要求#一段时间后测定结果趋高或减低#并且日益

明显%而单独测定该项目时测定值又合理起来(由于交叉污染

的出现具有偶然性#通过质控观察往往不能反映交叉污染的存

在#导致此类污染判别具有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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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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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交叉污染实验#找出交叉污染

产生的具体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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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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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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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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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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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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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氧化酶法&'磷$钼酸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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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监测法&#均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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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铁嗪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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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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