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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出生时龄的早产儿血细胞参数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其在不同时间的均值和范围!了解早产儿血细胞参

数的变化规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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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早产儿的临床资料!对资料按性别和时龄分组!应用正态分布法和回归分析法等统计学方

法进行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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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

常足月出生的新生儿和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血细胞分析参

考值调查均有一些报道#但对早产儿血细胞参数均值和范围的

报道较少)尽管不同地区及自然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习俗*民

族*实验室*血细胞分析仪的不同#使检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但早产儿血细胞参数在不同时间变化和均值的统计分析仍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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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校准品和国产全

血质控物校准仪器)按实验室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测定#每日室

内质控在控#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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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来源为回顾性数据#研究对象的数量和地域性

分布较为局限#其标本采样过程和测定过程中的误差无法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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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早产儿血细胞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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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其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其结果的重复

性与实验条件密切相关#不同实验室得到的结果可能缺乏可比

性#同一实验室因其选择的引物不同*反应控制的条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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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浓度*模板浓度*引物浓度&不同#所得指纹图谱亦不相

同#所以必须进行条件优化实验以寻找最佳扩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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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优化中最常用的方法为多次单因素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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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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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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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中#引物浓度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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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而定#因此#

首先对模板浓度进行优化#根据实验结果可见#当模板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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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扩增条带数较少%当模板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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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扩增条带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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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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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均可扩增较多条

带#但根据条带亮度选择
A

#

7

为最终模板量)

当模板浓度选定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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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对引物浓度进行了优化选

择)引物浓度过低无法检测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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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因此#本实验

设计的最低引物浓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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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势必成为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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