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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查内容与报告方式的规范化探讨

谭家成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临床医学检测中心!江苏扬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查的规范化%方法
"

"

"

#采用有核细胞计数和有核细胞分类作为统一的项目名称&

有核细胞计数采用
"$

-

'

(

作为计数单位&"

%

#采用统一报告形式!主要内容包括(有核细胞计数$有核细胞分类计数$有核细胞组分

特征性描述$检验诊断与建议&"

=

#二甲以上医院必须提供图文报告&"

E

#明确不同职称人员的报告权限和内容!加强体液细胞学检

查的质量管理%结果
"

通过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结论
"

新的检验报告方式更有利于工作%

关键词"体液&

"

细胞学检查&

"

报告方式

!"#

!

"$>=B-B

"

C

>D558>"-!=*E"=$>%$"%>$A>$E"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E"=$

"

%$"%

#

$A*$B!#*$%

""

体液常规检验是临床诊疗活动中最基本的实验诊断项目

之一#其检查结果对于体液性质的鉴别至关重要#特别是细胞

学检查内容#对于辅助诊断和指导治疗不可或缺#有时甚至是

疾病得以明确诊断的唯一依据(

"*=

)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体液

细胞学检查的质量并不理想#细胞学检查的内容与报告方式有

待规范*

?

"

主要存在问题

?>?

"

细胞计数

?>?>?

"

名称不统一
"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脑脊液

检查中细胞计数分为细胞总数'白细胞数和细胞分类三项#浆

膜腔积液检查中细胞学检查分为细胞总数及有核细胞计数和

细胞分类*其中#白细胞计数和有核细胞计数的操作方法基本

相同#但名称及其内涵并不一致*无论是脑脊液还是浆膜腔积

液#或者是其他体液#其含有的细胞成分多样#除白细胞外#还

可见到其他多种细胞成分#如脑脊液中可能存在的脉络丛细胞

和室管膜细胞'浆膜腔积液中可能存在的间皮细胞'各种体液

标本中可能存在的肿瘤细胞等*按照前述方法计数的细胞应

为有核细胞总数#如冠以白细胞计数之名显然不妥*在实际工

作中#各级医院的体液细胞学检验报告中细胞计数'白细胞计

数'有核细胞计数
=

种名称均有使用#有待统一*

?>?>@

"

单位不统一
"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脑脊液

及浆膜腔积液检查中#细胞计数结果以
"$

-

"

(

为报告单位*当

被检体液标本所含有核细胞数很高$大于
"$$$?"$

-

"

(

甚至

大于
"$$$$?"$

-

"

(

%时#其结果以
"$

-

"

(

为报告单位显然不符

合科学记数法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转化为以
"$

B

"

(

为报告单位#转换的规则有待统一*

?>@

"

细胞分类

?>@>?

"

对应于细胞计数的不同名称#细胞分类的内容就有了

很大的差异*与白细胞计数对应的应是白细胞分类#与有核细

胞计数对应的则是所有有核细胞的分类*由于各种体液标本

的来源不同#导致其中所含有核细胞的组分差异很大&而同一

种类的体液标本在不同的病理状态下所含有核细胞组分也有

本质性差异*因此#对各种体液标本中有核细胞分类的内容进

行规范统一尤显重要*

?>@>@

"

细胞分类的方法有待统一
"

目前常用的细胞分类方法

有直接分类法和染色分类法#而计数板直接分类法显然过于简

单粗糙#一方面#直接分类法将有核细胞分为单个核细胞和多

核细胞#而这两类细胞都并非由单一细胞构成#如单个核细胞#

既可以是淋巴细胞#也可以是单核细胞#既可以是成熟的白细

胞#也可以是幼稚的白细胞#还可能是各种类型的恶性肿瘤细

胞&同样是淋巴细胞#在不同病理状态下又可呈现不同的形态

特征#而这些形态特征在直接分类法中是难以区分的*另一方

面#某些病原体在直接分类法中可能会误判为单个核细胞#如

新型隐球菌*因此#统一使用染色分类法而弃用直接分类法已

成为必然*

?>A

"

报告方式
"

前述各种存在问题集中表现在检测结果的报

告上*名称'内容'格式的不统一#直接影响检测报告的科学

性'规范性'可靠性*目前各级医院的体液常规细胞学检测报

告多只提供有核细胞数和粗略的分类结果#既没有特征性细胞

图片#也没有特征性细胞学描述#更没有细胞学诊断结论或建

议#大大降低了细胞学检查的质量和价值*

@

"

常见影响因素

@>?

"

标本因素
"

不同来源不同病理状态的标本#其细胞数量

及细胞组成的复杂程度相差悬殊#加上不同条件下细胞形态的

各种变化#造成了细胞学检查的名称'内容和报告形式的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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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因素
"

细胞形态学检查技术的掌握非一时所能达

到#需要检验人员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潜心学习和不断积累#其

中的艰辛和付出是很多人不愿承受的*由此带来了细胞形态

学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直接制约了细胞学检查技术的规范和

发展#严重影响细胞学检查的质量*

@>A

"

管理因素
"

与生化'免疫'血尿常规相比#体液常规检查

的标本量相对较少且收费低廉#因此经济效益不明显#科主任

多不够重视&与生化'免疫'血尿常规相比#体液常规中细胞学

检查缺乏有效的质控品#制约了细胞学检查方法的规范化'标

准化和有效的质量评价&我国检验医师队伍建设的滞后#造成

了检验医师人员奇缺#检验技师和检验医师职责不清甚至错

位&行政主管部门在对实验室的各种考核中没有针对细胞学检

查的具体要求*上述因素使体液常规及细胞学检查成了被遗

忘的角落*

A

"

几点建议

A>?

"

建议采用有核细胞计数和有核细胞分类作为统一的项目

名称*有核细胞计数采用
"$

-

"

(

作为计数单位#以便与传统表

示方式$每微升所含细胞数%相比较*

A>@

"

建议体液常规检查中细胞学检查采用统一报告形式*

A>A

"

建议二甲以上医院必须提供图文报告*体液细胞学检查

采用图文报告的形式#既可以将特征性细胞图像直观地呈现出

来#又可以将大量有价值的细胞学资料长期有效地保存#更有

利于临床会诊'教学科研等活动的开展*临床检验中心及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应以此作为对临床实验室的最基本要求加以

实施*

A>B

"

建议明确不同职称人员的报告权限*初级检验人员应熟

练掌握有核细胞计数及有核细胞分类计数&中级检验人员除能

准确提供有核细胞计数及有核细胞分类计数结果外#应对有核

细胞组分特征性进行描述&高级检验人员及检验医师应能提出

检验诊断意见与建议*

A>C

"

建议加强管理#各级临床检验中心应制定明确方案#规范

体液细胞学检查的名称'内容'操作方法'报告格式'质控措施'

必备仪器'人员资质等#并列入对实验室考核的必查项目#以引

起实验室管理者的高度重视&相关机构和部门应加强检验医师

队伍的建设#包括检验医师培养与配备'检验医师职责的规定'

相关制度建设等&业务主管部门及学术机构应加强临床细胞学

诊断专业的业务培训'学术交流#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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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比对不同生化检测系统测定血清钾$钠$氯结果!探讨其结果的可比性%方法
"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

化委员会"

S))(.

#

&0B*1%

文件要求!以强生
'R<VZ.%#$

干式生化分析仪检测系统为比较方法!

Z:

O

H

I

N51i-E$

生化分析仪检

测系统为实验方法!应用两个不同检测系统检测不同浓度的患者血清钾$钠$氯!判断不同检测系统的临床可接受性%结果
"

两个

检测系统检测钾$钠$氯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临床可接受性能评价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即检验结果具有可比

性%结论
"

同一实验室不同检测系统进行同一项目检测时!应进行方法比对和偏倚评估!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关键词"生化检测系统&

"

钾&

"

钠&

"

氯&

"

偏倚

!"#

!

"$>=B-B

"

C

>D558>"-!=*E"=$>%$"%>$A>$E%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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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检测系统间寻求检测结果的溯源性和可比性#是

解决自建检测系统造成实验误差的重要方法(

"

)

*本实验室对

测定血清钾'钠'氯的两个不同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方法

比对和偏倚评估#判断其临床可接受性#以保证不同检测系统

对相同的检测项目结果具有可比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每日收集相应线性范围内不同水平的无溶

血'无脂血的新鲜血液标本
A

份#浓度分布按照美国临床实验

室标准化委员会$

S))(.

%

&0B*1%

文件要求#浓度范围尽可能

覆盖该项目的分析检测范围#且参考值范围以外的标本尽可能

在
#$@

以上*

?>@

"

比对系统
"

强生
'R<VZ.%#$

全自动干式生化分析仪#

所有材料均为原装配套*钾干片批号!

E"$%*%-"$

&钠干片批

号!

E%$-*%-$!

&氯干片批号!

E$$#*"BAA

&参比液批号!

1"E$B

&校

准品批号!

$%%A

&室内质控品批号!

SB!E#

'

,B=$-

*

?>A

"

实验系统
"

Z:

O

H

I

N51i-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钾'钠

为酶法$

V1S*/Zc

试剂%#钾批号!

%"BA##

#钠批号!

%"BAB=

&氯

为终点法$中生北控试剂%#批号!

""$#!"

*校准品为试剂盒配

套校准品*室内质控品为奥林巴斯质控品#批号!

$$$%B

'

$$$=$

*

?>B

"

方法
"

比对系统使用强生
'R<VZ.%#$

干式生化分析仪

及配套的原装试剂'标准品'质控品#其检测结果具有溯源

性(

%

)

*本实验室多年参加卫生部和省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成绩

合格#室内质控日间变异系数小于美国临床实验室修正法规

$

)(R1bAA

%

"

"

=

允许总误差#故以此作为比较系统与实验系统

进行方法间的比对实验(

=

)

*实验前对两台仪器进行了常规保

养与维护#严格执行标准操作规程#室内质控在控后进行标本

检测*标本分别用两个检测系统#先按顺序
"

*

A

进行测定#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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