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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感染
4

细胞斑点实验中两种细胞计数方法的对比分析

张丽丽!杨慧娟!于嘉屏#

"上海迪安医学检验所
"

2""1((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比较人工计数法和
OPOMK[b01#""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结核感染
4

细胞斑点实验"

40OLQ404H

#中对

提取出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悬液计数结果!探讨
OPOMK[b01#""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是否可用于
40OLQ404H

检验中$方法

"

采用随机%对照%开放性实验设计!对
40OLQ404H

实验中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悬液分别用显微镜人工计数和
OPOMK[b01#""

血

细胞分析仪计数
_H$

!数据用线性回归和配对
1

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

两种方法回归方程
<i"'))11M^"'"2(/

!

6i

"'))NN

!两者结果符合性较好$结论
"

OPOMK[b01#""

血细胞分析仪计数可取代人工显微镜计数法用于
40OLQ404H

实验中

对细胞悬液的计数$

关键词"结核感染
4

细胞免疫斑点实验'

"

血细胞分析仪计数'

"

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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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感染
4

细胞免疫斑点实验$

40OLQ404H

%是一种快速

辅助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一种方法)

!02

*

(在
40OLQ404H

操作过程中#要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LHM$

%培养液...

3RM0Y

悬液进行计数和用
3RM0Y

稀释#使
LHM$

悬液配制

成终浓度为
2#""""

个"
!""

"

X

稀释细胞工作液#最终达到微

孔板加样
"

孔
!""

"

X

#含
2#""""

个
LHM$

(细胞培养液常用

计数盘手工计数细胞数#但操作繁杂#且不易准确)

(01

*

(血细胞

分析仪计数具有方便'快速'重复性好等优点#能自动计数血液

白细胞(由于细胞计数对于决定植入的细胞浓度和数量以及

了解细胞存活率都非常重要#本研究试图用
OPOMK[b01#""

血细胞分析仪自动计数培养液中的
LHM$

#并与人工计数法进

行比对#来探讨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培养液的细胞数对实验结

果是否有影响(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患者
1;

内新鲜静脉血样本用肝素锂抗凝(

?'@

"

仪器与试剂
"

OPOMK[b01#""

血细胞分析仪'

QXPM0

L&O

显微镜'低温离心机'血细胞计数池$经校正多次重复测

定其
9P

值小于
!e

%'

H]

单个核细胞分离管$复星医学诊断公

司提供%&结核菌感染
KXROLQ4

检测试剂盒
40OLQ404H

$英

国
QEA5B6R??D.5@7CX@6

%'细胞培养液
3RM0Y

'

"'1e

台

盼蓝(

?'A

"

方法

?'A'?

"

实验方法
"

取患者
1;

内新鲜静脉血样本
N?X

#按照

40OLQ404H

指南操作#按规定步骤完成
LHM$

提取#准备
LH0

M$3RM0Y

悬液#每毫升正常外周静脉血大约可提取$

!

#

2

%

V!"

* 单个核细胞#淋巴细胞占
*"e

#

/"e

#单核细胞和巨噬

细胞占
1"e

)

#

*

#因每份标本细胞悬液有限#先用自动细胞分析

仪计数#选取计数覆盖高'中'低值细胞悬液#最低
2'#V!"

)

"

X

#

取每日白细胞计数最高细胞悬液#每日选
N

份#

N;

内完成比

对#共持续
#6

#

1"

份样本)

*

*

(每份样本悬液分别用
OPOMK[

b01#""

血细胞分析仪和手工计数白细胞#每种方法各计数两

次#取均值(人工计数由一名有经验检验人员来完成#先用

"'1e

台盼蓝将细胞悬液作
!\#

稀释后取
!"

"

X

充计数池#显

微镜下计数
1

个大方格的白细胞数#按公式计算每升细胞悬液

的白细胞数#计算公式为!白细胞数"
Xi

$

1

个大方格的白细胞

数"
1

%

V

稀释倍数
V!"

/

(

?'A'@

"

质控方法
"

OPOMK[b01#""

血细胞分析仪用上海市

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质控品进行日常室内质控#结果均在控(

?'C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结果均采用样本配对
1

检验和线性回

归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

"

结
""

果

@'?

"

两种方法计数结果
"

1"

份样本分别用人工计数法和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结果为!人工法$

@ 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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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计数$

@ 4̀

%

i!!'(!̀ *'!1

(

@'@

"

离群点检验
"

经方法内离群点检验#各方法内重复测定

值无离群点表现(

@'A

"

回归方程与相关系数
"

<i"'))1#M^"'"212

#相关系

数
6i"'))NN

(

@'C

"

配对
1

检验
"

1i"'N*N!

#

O

%

"'"#

(两法测定结果在统

计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散点图
"

从两种方法所测结果散点图可知#两法结果符

合性较好#见图
!

'

2

(

图
!

""

每个样品的
M

和
<

方法均值比较散点图

图
2

""

M

方法均值和#

Mf<

&散点图

A

"

讨
""

论

40OLQ404H

是利用结核杆菌感染者
LHM$

中存在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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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
4

细胞#在受到结核杆菌特异抗原
3

和
H

$

KO340*

#

$%L0!"

%刺激后分泌
+

0

干扰素$

R%G0

+

%#从而被微孔板上包被

的
R%G0

+

抗体捕获#经酶标志和显色后#每个
R%G0

+

分泌细胞

形成一个不溶性色素沉淀斑点#根据斑点数#推测体内是否存

在结核杆菌特异性
4

细胞(通常阴性对照没有或仅有很少斑

点(阳性结果说明患者体内存在针对结核杆菌的效应
4

淋巴

细胞#阴性结果提示患者可能不含针对结核杆菌的效应
4

淋

巴细胞#从而对结核杆菌感染进行辅助诊断)

/0N

*

(

40OLQ404H

是目前最敏感的检测抗原特异性
4

细胞的方法之一)

)0!"

*

(

李峤珂和吴雪琼)

!!

*对结核感染组和非结核感染组用
40

OLQ404H

检测!每
2'#V!"

# 个
LHM$

#阳性结果抗原
3

孔斑

点为$

2/̀ !2

%#阳性结果抗原
H

孔斑点数为$

(#̀ !

%#阴性对照

斑点$

2`2

%#阴性抗原
3

孔$

1`(

%#阴性抗原
H

孔斑点$

(`

2

%(阳性孔和阴性孔斑点数差异很大#易于判断(两种计数方

法因为符合性很好#所以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对于检测结果

不可判断$灰区%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可能是由于淋巴细胞没

有分泌
+

干扰素(对于灰区$

#

#

/

%个斑点#大概
#

万个细胞才

有一个产生
+

干扰素的
4

细胞#血细胞分析仪计数和人工计

数没有那么大差异#所以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OPOMK[b01#""

操作简便#效率高#稳定性'重复性好#

计数误差可控在
(e

以下#同时#仪器计数还避免了人工计数

由于稀释'充池'计数等的人为误差#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尤其在标本量很大时#大大减少了工作量(手工法虽然能区分

被台盼蓝染成蓝色的死细胞和不染色的活细胞#但死细胞比例

不高#虽提高了充液量的精准和计数盘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但

操作较复杂和费时#临床应用时#其变异系数常
!#e

#

2"e

#

所以最好是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不能读数和存在疑问时

使用(

LHM$

悬液脱离了血液的基质#但细胞培养液具有和体

内细胞生活条件相接近的培养环境$如
:

T

值'渗透压'黏度

等%#满足细胞生长需要#替代血清的保护作用#

LHM$

仍保持

细胞性状和活性(本实验结果与彭黎明等)

!2

*的一致#证明在

40OLQ404H

实验过程中的细胞悬液用
OPOMK[b01#""

血细

胞分析仪检测和人工法符合性好#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可替代人

工法来计数
L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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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气分析的质量控制

王
"

璇!申丽红!陈永德#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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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临床动脉血气分析检测影响因素很多!为保障检验结果能真实反映患者身体的状况!特将分析前%分析中%分

析后的质量控制加以总结!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方法
"

将动脉血气分析的影响因素细化!结合具体检测工作!总结出影响

动脉血气分析检测的质量控制因素$结果
"

严格掌握动脉血气分析的各项的质量控制因素!可以大大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结论
"

注意影响血气分析的质量控制的各项因素!才能将实验数据更好地为临床所利用!同时减少医%患%技的冲突$

关键词"动脉血气分析'

"

质量控制'

"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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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气分析是急症'重症患者病情监测的重要衡量依据

之一(因此#结果是否真实反映患者的实际情况显得尤为重

要#但由于诸多因素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这些因素可能

并非全为医护人员甚至检验专业人员所了解(现作者将工作

中出现的一些极易被忽视而又对检测结果稳定性产生重要影

响的因素总结如下#并对将采取的对应措施进行探讨(旨在减

少日常工作差错#减少医疗纠纷#为临床提供高质量的检测结

果(动脉血气分析指的是包括对患者动脉血
LQ

2

'

L$Q

2

'

:

T

'

HK

'

T$Q

f

(

等指标的分析过程)

!

*

#真实'可靠的实验结果对重

症'急症患者的治疗和监护尤其重要)

20(

*

#但在整个动脉血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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