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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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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刮血法和吸血法两种采血方式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方法
"

同时使用刮血法和吸血法采集
H*

例门

诊患者手指末梢血!用
X910.2e7_E'**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常规!并进行血细胞形态学人工镜检和血小板手工计数!比较两

种采血方式对结果的影响%结果
"

刮血法对白细胞分类中的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嗜酸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有影响!

同时增加仪器假报警#吸血法采集末梢血对血细胞分析结果影响小!且可以减少仪器假报警%结论
"

吸血法采集末梢血更适合于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关键词#血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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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在各级

医院应用越来越普及#从理论上讲静脉血最适合于仪器检测#

但在儿童医院以及门诊患者中仍以应用末梢血为主'目前市

场上也有部分厂家陆续推出多款微量血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

如
/e/X3ZZ/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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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采集方式

收集的样本在仪器上的检测结果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大多局

限于静脉血与末梢血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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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不同采集方式对

血细胞分析结果影响鲜有报道'

末梢血采集方式!$

%

&稀释法%$

&

&刮血法%$

'

&吸血法'稀

释法由于较难准确吸取
&*

(

8

血量导致准确性和重复性较差

且复查不方便而逐渐被淘汰#后两种方法由于仪器自动吸样准

确且可复查标本而普遍应用'本研究比较了刮血法和吸血法

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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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本院门诊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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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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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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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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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i%(E

&岁'实验方案

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实验前经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A(B

"

仪器(器械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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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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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试剂(校准品$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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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质控品$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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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显微镜$型号!

Ẑ&%

&(牛鲍

氏计数板$上海求精生化试剂仪器有限公司&(一次性采血针

$姜堰市荣飞器械厂&(一次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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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吸管$北京亦庄红星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一次性医用抗凝管$江苏康健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30425̂

&

干粉抗凝&(瑞氏染液及血小板稀释液$参照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第
'

版配制&等'

A(C

"

方法

A(C(A

"

末梢血采集
"

同一患者用两种方法采集末梢血#用一

次性采血针穿刺已消毒左手无名指内侧皮肤#第一滴血弃去'

吸血法!用一次性
+*

(

8

微量吸管吸取约
+*

(

8

末梢血#快速

装入医用抗凝管充分混匀待检%刮血法!直接用医用抗凝管刮

取约
+*

(

8

末梢血充分混匀待检'

A(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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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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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标本严格按照/

7_E'**

操作

规程0进行全血模式检测#观察散点图'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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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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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份标本参照文献*

H

+操作#

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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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技师完成'

A(C(D

"

血细胞形态学人工镜检
"

每份标本制作
&

张血涂片#

瑞氏染色#由主管技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技师在显微镜下观

察细胞形态'

A(C(E

"

验证实验
"

随机选择
E

名年龄
H

个月至
%*

岁儿童#常

规消毒手指皮肤#用医用抗凝管轻轻刮取
E

次#吸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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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冲洗医用抗凝管口#重新吸出血浆在一洁净玻片涂开#晾

干#瑞氏染色#显微镜下观察'所有标本均在采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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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

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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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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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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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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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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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采血方式仪器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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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采血方式仪器法与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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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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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仪器检测结果与其他
'

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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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采血方式仪器报警与血细胞形态学镜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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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7_

散点图分布异常6

$假报警& 镜检
>7_

形态异常B 仪器报警血小板聚集$假报警& 镜检血小板聚集 镜检其他异常K

吸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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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图分布异常.报警常有两种原因!$

%

&散点图分区不良#四分类散点图$

1

(

8

(

X

(

3

&中任两类或两类以上细胞散点图分界不清#融

合在一起%$

&

&散点图出现明显杂点#四分类散点图出现一类或一类以上细胞杂乱分散分布#提示该区域存在异常细胞或粒子%

B

!-镜检
>7_

形态

异常.指血涂片出现
1

核左移现象(异型
8'G

以上或可见原始(幼稚细胞%

K

!-镜检其他异常.指血涂片中可见大小和多少不等的疑似表皮角质碎

片%

!

!

D

$

*(*E

#与刮血法比较'

图
%

""

血涂片尾部可见较多大小不等表皮

角质碎片%瑞氏染色'

F%**

&

图
&

""

直接刮取皮肤的表皮角质碎片%瑞氏

染色油镜'

F%**

&

图
'

""

刮血法
7_E'**

四分类散点图%较多

表皮角质碎片干扰&

B(C

"

两种采血方式仪器报警与血细胞形态学镜检结果比较
"

两种采血方式仪器报警例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以-镜检
>7_

形态异常.和-镜检血小板聚集.为-金

标准.#刮血法仪器假报警率显著高于吸血法$

D

$

*(*E

&#见表

&

'

&)

份刮血法标本血涂片镜检见大小(多少不等呈嗜酸性#

无结构均质状物#疑似表皮角质碎片$图
%

&'经
E

例儿童的确

认实验#其中
&

例皮肤刮取物显微镜检查可见与刮血法血涂片

一致的异常物质#为表皮角质碎片$图
&

&'对照刮血法
&H

例

仪器-

>7_

散点图分布异常.和
%'

例-血小板聚集.的假报警

多为表皮角质碎片污染物导致#而非血细胞本身形态异常'

B(D

"

两种采血方式仪器散点图比较
"

刮血法散点图在
3

和
8

周边区域见较多杂点$图
'

&#甚至出现从影细胞起约
)*m

斜向

上呈片状延伸散点图$图
)

&%而吸血法散点图则无明显杂点

$图
E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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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血法
7_E'**

四分类散点图%从影细胞

起约
)*m

斜向上呈片状延伸&

图
E

""

吸血法
7_E'**

四分类散点图

C

"

讨
""

论

随着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在各级医院普及应用#分析质量

得到显著提高'分析前质量管理是潜在因素最多(最难控制的

环节#其核心问题是标本质量*

$5+

+

'本研究通过
H*

例刮血法和

吸血法末梢血常规检测结果(仪器报警信息(手工进行
-C@

(血

细胞形态镜检等方面的比较#以选择最佳的末梢血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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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的最外层为角质层#由多层已经死亡的扁平(无核细

胞构成#并以
'

%

)

周为周期不断脱落和更新#光镜观察为呈嗜

酸性的均质状物*

,

+

'这些死亡的角质细胞在刮取皮肤时容易

脱落#采用刮血法采集末梢血#会产生多少(大小不等的角质细

胞碎片#对血细胞分析仪部分项目的检测结果造成干扰'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采血方法
1

(

X

(

8

(

3

(

-C@

检测结果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_E'**

采用半导体激光散射技术

和细胞化学染色技术#配合改良的流式分析装置对
>7_

进行

精确分类*

%*

+

'可能是由于四分类溶血剂
83[

'

的溶血强度较

小#并不能完全溶解刮血法标本中的表皮角质碎片#经
83[

)

染色后根据其大小不同而落在
3

(

8

散点区域#使
3

(

8

假性升

高#

1

(

X

则相对假性减低'采用阻抗法进行
-C@

#易将与其大

小相近的表皮角质碎片误认为血小板#使刮血法
-C@

检查结果

假性升高'同时刮血法标本因存在表皮角质碎片污染物#其

-

>7_

散点图分布异常.和-血小板聚集.的假报警率明显高于

吸血法'镜检证实
&)

例刮血法标本存在大小(多少不等的表

皮角质碎片'吸血法因采用微量吸管直接吸血#避免刮取表皮

角质层#

H*

例标本镜检未见明显表皮角质碎片#仪器假性报警

也显著减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采血方法
>7_

(

7

(

.7_

(

]B

N

(

X_T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在
>7_

"

72/[

通道中使用强溶血型试剂$

8]

溶血剂&#

.7_

被溶解#

除
7

外的其他
>7_

被裸核化#同时污染的表皮角质碎片也被

溶解#因此#对
>7_

(

7

影响小'由于与
.7_

数量相比#污染

的表皮角质碎片数量少得多#所以对
.7_

检测结果影响甚小'

另外#本研究发现
%

例吸血法仪器检测
-C@

结果偏低$

EE

F%*

,

"

8

&#

>7_

散点图出现明显杂点#

3

为
+G

#血细胞形态

学镜检发现大部分血小板呈聚集状分布#

>7_

手工分类
3

仅

为
%G

#明显低于仪器分类'可能是仪器进行
>7_

分类时部

分聚集的血小板的大小和光散射特性与
3

相似而落在该区

域#使
3

假性增高'吸血法重新采血后仪器检测
-C@

结果为

)&EF%*

,

"

8

#

>7_

四分类散点图恢复正常#

>7_

分类检测结

果仪器法与手工法接近'

综上所述#刮血法采集末梢血容易混入表皮角质碎片#对

7_E'**>7_

四分类和
-C@

产生干扰#导致仪器假报警升高'

由于各种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原理的差异#表皮角质碎片

对仪器的干扰可能也有差异'所以#吸血法采集末梢血明显优

于刮血法#但采血过程中应避免血液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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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两种前处理流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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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复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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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乙型肝炎病毒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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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提供一种快速&简便&准确的新手段%方法
"

采用直接煮沸法和

浓缩碱裂解法"试剂盒法$提取血清样本核酸模板%收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7"2

N

$阳性患者血清
$*

份!求出标本的均值&

标准差!两种标本处理方法所得测定结果的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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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煮沸法与试剂盒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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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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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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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直接煮沸法从血清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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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反复开盖操作!避免了交叉污染%该提取方法

所获得的核酸能很好地满足荧光定量检测技术对模板的要求!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减少了资源的浪费!省时&省电&省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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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酸定量技术的发展中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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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

展最快和最有应用价值的新技术'在遗传性(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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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肿瘤的基因诊断*

'5)

+

#以及监控药物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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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作用越

来越大'特别是在乙型肝炎病毒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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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面#

因其灵敏度高(检测范围宽(定量值准确(成本低而为临床检测

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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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分离核酸的完整性和纯度#本研究采用直接

煮沸法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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