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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
-LNN4TeK#())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光学法"

_S-

%与阻抗法"

_/-

%白细胞计数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方法
"

对两种方法白细胞计数结果存在差异"

!T

%

!)Z

%的标本!从仪器的检测原理&标本的特性&标本放置时间等方面进行原因

分析!并总结复检方法'结果
"

_S-

法与
_/-

法白细胞计数结果出现差异与标本中存在难溶红细胞&有核红细胞&血小板聚集!

以及标本放置时间过长有关!通过复检可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结论
"

_S-

法与
_/-

法检测结果出现差异时!应该综合分析

相关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复检方式复检!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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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4TeK#())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T4#())

&由

美国雅培公司生产#该系统中使用了四个独立的检测通道#其

中白细胞计数通过光学法$

_S-

&与阻抗法$

_/-

&两种独立的

检测通道进行分析*采用
_/-

法检测时#用于获得
_/-

白细

胞计数的溶血剂溶血能力较强#通常能够将其他细胞溶解$包

括难溶红细胞&#仅剩下白细胞核通过位于
763Y8<?832_/-

传感器中的微孔进行检测*采用
_S-

法检测时#主要试剂是

鞘液#由于红细胞的渗透压高于鞘液#因此红细胞中的血红蛋

白从细胞中扩散开来#鞘液中的水分进入细胞#尽管红细胞膜

保持完好#但红细胞此时已经与鞘液有着相同的折射指数#使

其可以呈现在激光下#白细胞则保持了与其原始状态最为接近

的细胞构成#通过光学流动通道进行被分类和计数*由于两种

检测方法各有其特定的强度和限值#当存在某些干扰物质或者

在某些病理学条件时#同一个标本会得到不同的
_/-

和
_S-

白细胞计数值#仪器会根据原因的种类$干扰的类型&#自动选

择
_S-

白细胞计数值或
_/-

白细胞计数值中的一个作为最

终报告结果#同时显示
_S-

或
_/-

报警(

!4"

)

*当两种方法的

结果
!T

%

!)Z

时#仪器报告的白细胞计数和分类结果不可信#

这就要求检验人员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

方法进行复检*笔者现就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总结报道如下*

?

"

_S-

白细胞计数结果高于
_/-

法

当标本中存在难溶红细胞'血小板聚集'大血小板或者冷

凝集素等影响因素时#往往出现
_S-

白细胞计数结果高于

_/-

白细胞计数*因为采用
_S-

法计数时#如果标本中存在

以上干扰因素时#鞘液的细胞渗透溶解能力降低#在
_S-

技

术指定的时间内#难溶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不能从细胞中扩散

开来#仍然保持为完整的红细胞*白细胞计数时#难溶红细胞'

大血小板'聚集的血小板等随着白细胞一起进入
_S-

计数通

道中#导致白细胞结果假性增高*这时仪器会选择报告
_/-

法的白细胞计数结果并显示出
\\Y-

标记#同时在白细胞动

力学阈值下的
K!

区域中会有棕红色的散点存在*复检方法!

$

!

&如果出现
\\Y-

报警#同时血小板直方图和结果都正常#

说明存在难溶红细胞#需要运行难溶红细胞模式#在该模式下#

_S-

计数时间延长#以确保完成对难溶红细胞的溶解#可得到

一个正确的
_S-

白细胞计数值*$

"

&如果出现
\\Y-

报警#

同时血小板计数结果偏低#血小板直方图显示大小不均#且没

有血小板的其他相关参数显示#多是由于血液采集不顺利引起

的血小板聚集#或者存在
LT,+

依赖的血小板聚集#也可能是

大血小板等因素*复检方法是用不添加任何抗凝剂的采血管

重新采集静脉血标本立即检测#或者用添加有枸橼酸钠的抗凝

管采集标本后检测*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必须用显微镜人工计

数复检*$

#

&如果出现了
\\Y-

报警#同时血红蛋白正常但红

细胞数目明显减少#可能是因为血液中存在有冷凝集素*此类

标本只需放入
#(R

水温箱中水浴
%

"

!)D13

后立即混匀检

测#或者重新采集静脉血标本立即检测#问题就可以解决*如

果上述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说明冷凝集非常严重#应该采

用血浆置换法把血浆中的冷凝集素去除#具体方法是#先把标

本上机检测#得到一个原始的结果#然后
!%))?

"

D13

离心
%

D13

#用吸管将血浆吸弃再加入等量的生理盐水#重复
#

次后将

标本混匀检测#就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红细胞及相关参数和白

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再把原始结果中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及

血小板的相关参数填入其中即可*

@

"

_/-

法白细胞计数结果高于
_S-

法

@&?

"

标本中有核红细胞存在
"

采用
_S-

法计数时#有核红

细胞会通过动力学阈值被剔除*而采用
_/-

法计数时#所有

大于
_/-

阈值的有核细胞都包括在
_/-

计数中#大量有核红

细胞存在会使
_/-

白细胞计数假性升高#并导致
_/-

法和

_S-

法检测结果产生差异*此时仪器选择报告
_S-

法白细

胞计数#并显示出
K\Y-

标记*由于早幼红细胞'中幼红细胞

等细胞核较大的细胞仍然会对
_S-

法产生干扰#所以这时白

细胞计数结果需要校正后才能报告*方法是!推片后瑞氏染

色#用油镜分类计数
!))

个白细胞的同时#计数见到的有核红

细胞数#白细胞校正系数
W_/-

结果
U!))

"$

!))X

见到的有

核红细胞数&

(

#4$

)

*

@&@

"

标本放置时间过长
"

用于血液细胞分析检测的标本要求

在采集后
#)D13

至
$<

内完成检测*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显微

镜下进行白细胞分类#

"<

后粒细胞形态即有改变(

%4'

)

*如果

标本放置时间过长#白细胞就会发生形态改变#甚至裂解#采用

_S-

法计数时#裂解的白细胞由于体积变小#通过动力学阈值

被剔除#导致
_S-

白细胞计数假性减低#此时得到的分类结

果也不可靠*采用
_/-

法计数时则不受影响#处理方法是重

新采集标本进行检测*

A

"

其他情况

A&?

"

标本中存在脆性白细胞$

V_Y-

&

"

脆性白细胞$

V_Y-

&

多见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由于其脆性高#在检测过

程中受到鞘液的作用会逐渐崩解#导致其在
_S-

法计数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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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下降#使得白细胞计数结果偏低(

(45

)

*虽然可以经过动力

学纠正得到
_S-

白细胞计数#但纠正后的结果可能比
_/-

白细胞计数高#也可能不比
_/-

白细胞计数高#仪器在报告结

果时#会将最高值假定为最准确的值#并与
V_Y-

标记一起报

告*此类标本的复检方法是做涂片染色#显微镜确认淋巴细胞

百分比值#而无需对白细胞计数纠正*

A&@

"

婴儿标本
"

对于此类标本#仪器报警可能会同时显示出

K\Y-

和阻抗
\Y-

标记#

K\Y-

标记指示
_/-

白细胞计数可

能不正确#

\\Y-

标记指示
_S-

白细胞计数可能不正确#而

且白细胞散点图各个细胞群之间的分界不是很清晰(

*4!)

)

*此

时#有核红细胞和难溶红细胞都有可能存在于标本中#需要根

据出现报警的不同#选择相应的复检方式进行复检*

综上所述#在日常检验工作中#当仪器报告的
_S-

法和

_/-

法白细胞计数出现差异$

!T

%

!)Z

&时#检验人员要综合

分析原因#并选择恰当的复检方法进行复检#从而保证检验结

果的可靠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调整校准系数的情况下#

如果一段时间内#绝大部分标本都出现
_S-

白细胞计数比

_/-

白细胞计数高或者
_S-

白细胞计数比
_/-

白细胞计数

低#则说明不是标本的问题而是仪器存在问题了#应该从仪器

的故障方面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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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对纯水的电导率进行监测!了解不同电导率的纯水对
-;

试剂空白吸光度的影响'方法
"

用纯水机制备纯水!

监测电导率!分别采用不同电导率下的纯水测定
-;

试剂空白!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在电导率
)

"

$)

!

2

(

>D

之间时!

-;

试剂空白吸光度值在
)&!!"%

"

)&!'*"

之间!符合实验试剂的性能指标$随着电导率升高!

-;

试剂空白吸光度值也越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实验纯水的质量是影响检验结果准确性和精密性的因素!同时也是保证仪器正常运行的因素!需

引起重视'

关键词"电导率$

"

纯水$

"

钙离子$

"

空白值$

"

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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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水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过程中起到清洗样品探针'

试剂探针'搅拌棒'冲洗池'比色杯#清洗仪器管路#稀释清洗液

等作用#还参与试剂空白的反应*由于操作环境'仪器状态'试

剂稳定性等变化#所以每次检测都要测定试剂空白#称为实时

试剂空白*但在很多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不需做实时试剂空

白#

S@

C

D

B

G2+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也如此#该仪器设计

为在定标时做试剂空白#将样品检测结果扣除这个预先保存的

空白值#这种做法对稳定的试剂结果影响不大#但由于试剂空

白是纯水加试剂测试的#所以其吸光度还会受纯水质量的影

响(

!4#

)

*笔者对纯水质量$以电导率&进行监测#通过在
S@

C

D4

B

G2+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

的试剂空白#来了解

不同电导率的纯水对
-;

试剂空白影响*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S@

C

D

B

G2+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浙

江杭 州 永 洁 达 公 司 超 纯 水 仪*

S@

C

D

B

G2-+N/Y\+,/SK

''#))

复合定标液%

-;

试剂盒由浙江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批号
")!!)#!'

&*更换滤芯'离子交换树脂'反渗透膜

前后不同电导率的纯水*

?&@

"

方法
"

在
S@

C

D

B

G2+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设置

-;

测定参数!样本
"

!

N

#试剂
"))

!

N

#主波长
'%)3D

#副波长

())3D

#采用终点法#反应方向向上#测定点
)

"

"%

#校准类型

线性*定期记录纯水电导率#分别在电导率
)

"

")

'

%

")

"

$)

'

$)

"

')

'

%

')

!

2

"

>D

区间内各做
!)

次
-;

定标#共计
$)

次定

标值*以
#DN

纯水复溶
S@

C

D

B

G2-+N/Y\+,/SK''#))

复

合定标液#室温放置
#)D13

待充分溶解*分别检测以不同电

导率纯水溶解的
-;

试剂空白在
'%)3D

下的吸光度值$

+

'%)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在反应点
)

时#纯水 电 导 率 分 别 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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