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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四川南充６３７０００；２．南充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目的　建立川东北地区健康人群血常规各参数的参考值范围。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在该院体检的健康人群共１１７３３

例（男性７２３７例，女性４４９６例），按性别、年龄分组，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其血常规参数如ＲＢＣ、ＷＢＣ、Ｈｂ

等１５项指标，得出各自的血常规参考范围。结果　本调查显示 ＷＢＣ成年男性（４．２５～１１．０７）×１０９／Ｌ，成年女性（３．６６～

１０．０７）×１０９／Ｌ，老年男性（３．８４～１１．０３）×１０９／Ｌ，老年女性（３．５４～９．９０）×１０９／Ｌ，ＲＢＣ成年男性（４．１３～６．０２）×１０１２／Ｌ，成年女

性（３．６９～５．４５）×１０１２／Ｌ，老年男性（３．７３～５．８１）×１０１２／Ｌ，老年女性（３．５４～５．３２）×１０１２／Ｌ，Ｈｂ成年男性１２５～１７３ｇ／Ｌ，成年

女性１０３～１５８ｇ／Ｌ，老年男性１１４～１６７ｇ／Ｌ，老年女性１０７～１５４ｇ／Ｌ，ＰＬＴ成年男性（７７～２６１）×１０
９／Ｌ，成年女性（７３～２７３）×

１０９／Ｌ，老年男性（６１～２４６）×１０９／Ｌ，老年女性（６８～２８０）×１０９／Ｌ，各参数与现行参考值范围有差异。结论　该统计学显示川东北

地区的血常规参考值范围与现行参考值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各地区应该制定适应于本地区的血常规参考值范围。

关键词：血细胞计数；　参考值；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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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常规是临床检验的常规项目，据实验室医学质量要求的

标准（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国内对血常规正常参考值有统一标准，然而

此参考值是针对全国范围正常成年人群的统计值，而血常规指

标常常受到各地区种族、气候、海拔以及营养状况等综合因素

的影响。为此，对川东北地区不同年龄、性别的健康人群的血

常规参数进行了调查，以建立川东北地区健康人群血常规各指

标的参考范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调查人群来自２０１０年全年来本院（本院为国

家三级甲等医院，集科研、教学、临床一体，为川东北地区医学

中心，就诊患者覆盖整个川东北地区，筛选样本可以代表川东

北地区水平）健康体检的人员共１１７３３例，其中男７２３７例，女

４４９６例，年龄１８～９４岁，以６０岁为界，分成年和老年共２个

人群，成年男性６１０例，成年女性４０５０例，老年男性１１３６

例，老年女性４４６例。选择对象均为无明确诊断疾病且未使用

药物的身体健康者。所有数据筛选符合参考值制定要求。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ＳＹＳＭＥＸ全自动血液分析仪；ＳＹＳＭＥＸ

配套质控品及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质控品。

１．３　检测方法　调查的人群空腹时经肘静脉采空腹血２ｍＬ，

ＥＤＴＡＫ２ 抗凝，迅速颠倒混匀，室温保存，在２ｈ内测定完毕。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首先

判断各组各参数的离群数据点并将不符合要求的剔除，再运用

炬法将各检测参数结果做正态性检验，判断数据是否是正态分

布。对呈正态分布的参数，按照狋检验计算其正常参考值范

围，对不呈正态分布的参数，采用百分位数法确定２．５％和

９７．５％位数的参考限，以此确定９５％的参考区间。以 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本次调查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统计，由统计数据显示

多项指标与现行参考值范围存在差异，如成年男性 ＷＢＣ上限

为１１．０７×１０９／Ｌ，而非１０．００×１０９／Ｌ。ＷＢＣ、ＲＢＣ、ＨＢ、ＰＬＴ

等主要血常规指标都有不同差异，具体各参数差异见表１。

·４１０３·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２４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４



表１　　川东北地区１１７３３例健康体检者血常规各参数测定范围

类别 成年男性（狀＝６１０１） 成年女性（狀＝４０５０） 老年女性（狀＝４４６） 老年男性（狀＝１１３６）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标准

男性 女性

ＷＢＣ（×１０９／Ｌ） ４．２５～１１．０７ ３．６６～１０．０７ ３．５４～９．９０ ３．８４～１１．０３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１０．００

ＧＲＩ（％） ４０．５３～７２．８０ ４０．８０～７４．４０ ４０．４８～７６．４６ ３８．６８～７５．７０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ＬＹＩ（％） １８．３０～４８．２０ １７．６０～４９．００ １６．０９～４９．１４ １５．８０～４８．８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ＭＯＩ（％） ４．１０～１１．８７ ３．８０～１１．２０ ３．５０～１０．９３ ４．１０～１２．９９ ３．００～８．００ ３．００～８．００

ＥＯＳ（％） ０．００～６．４０ ０．００～５．８０ ０．１０～５．６４ ０．００～６．８０ ０．５０～５．００ ０．５０～５．００

ＢＡＳ（％）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

ＲＢＣ（×１０１２／Ｌ） ４．１３～６．０２ ３．６９～５．４５ ３．５４～５．３２ ３．７３～５．８１ ３．５０～５．００ ４．００～５．５０

ＨＣＴ ０．３９～０．５２ ０．３３～０．４８ ０．３４～０．４７ ０．３５～０．５１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

ＭＣＶ（ｆＬ） ７３．８０～１００．９０ ７０．９０～１００．２０ ７８．７０～１０２．１０ ８２．１０～１０３．３０ ８２．００～１００．００ ８２．００～１００．００

ＰＬＴ（×１０９／Ｌ） ７７．００～２６１．００ ７３．００～２７３．００ ６８．００～２８０．００ ６１．００～２４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ＰＣＴ ０．１１～０．２９ ０．１２～０．３１ ０．１０～０．２９ ０．１０～０．２７ ０．１７～０．３５ ０．１７～０．３５

ＭＰＶ（ｆＬ） ８．８０～１４．３０ ９．００～１４．５０ ９．００～１４．１０ ８．７０～１４．２０ ９．００～１３．００ ９．００～１３．００

ＨＢ（ｇ／Ｌ） １２５．００～１７３．００ １０３．００～１５８．００ １０７．００～１５４．００ １１４．００～１６７．００ １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ＭＣＨ（ｐｇ） ２２．８０～３４．４０ ２２．１０～３３．７０ ２５．００～３４．２０ ２５．１０～３５．２０ ２６．００～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３２．００

ＭＣＨＣ（ｇ／Ｌ） ３０５．００～３５７．００ ２９７．００～３５０．００ ２９９．００～３４６．００ ３００．００～３５３．００ ３２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与《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标准同性别组相比，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血常规是临床检验的常规项目，川东北地区血常规各参数

正常参考范围一直沿用《全国临检操作规程》中国内统一参考

值［１］。由于存在饮食结构、营养状况及地域差异等因素，因此

建立川东北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健康人群血常规的参考值

有积极的意义。

本调查结果与近几年其他省市的全血细胞计数调查结果

基本一致［２４］。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 ＷＢＣ均高于全国统一参

考范围（４．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９／Ｌ
［１］，而老年女性低于此范围。成

年男性ＲＢＣ（４．１３～６．０２）×１０１２／Ｌ，成年女性 ＲＢＣ（３．６９～

５．４５）×１０１２／Ｌ，均高于现行参考范围。成年男性 Ｈｂ为１２５～

１７３ｇ／Ｌ，成年女性 Ｈｂ为１０３～１５８ｇ／Ｌ，也高于现行范围。这

可能与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营养状况良好有关。《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制定实施的，已不再符

合当前人群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成年男性 ＰＬＴ（７７～

２６１）×１０９／Ｌ，成年女性ＰＬＴ（７３～２７３）×１０９／Ｌ，低于临床常

用参 考 范 围，更 明 显 低 于 国 外 参 考 范 围 ＰＬＴ（１５０～

４００）×１０９／Ｌ
［３］，与成都地区男性ＰＬＴ（８６～２４５）×１０９／Ｌ，女性

ＰＬＴ（９０～２６４）×１０９基本一致
［２］，与重庆地区男性ＰＬＴ（９１～

２６３）×１０９／Ｌ，女性ＰＬＴ（９４～２６８）×１０９／Ｌ差异较小
［４］，但却与

北京、唐山等地区差异较大，这可能因为地域差异因素所致。

本调查 ＭＣＶ、ＨＣＴ、ＭＣＨ、ＭＣＨＣ参考范围与《全国临检

操作规程》提供的参考范围大致相似，男女性别间各参数均有

显著性差异，其中男性高于女性。不同性别的激素差异可能是

引起红细胞参数差异的原因［５］。其中成年男性和女性的 ＭＣＶ

下限均远低于参考值８２～９２ｆＬ
［１］，ＭＣＶ是鉴别贫血的重要指

标，其参考范围的差异应引起重视［６８］。

本调查将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人群单独建立参考值（另文

发表），数据显示，老年人血常规中多数参数与成年人参考值存

在显著统计学差异，如ＲＢＣ、Ｈｂ、ＭＣＨ、ＭＣＨＣ、ＰＬＴ等，随着

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是身体各器官逐渐退化，这导

致了相关参数与成年人的差异［９］。因此不应笼统地将临床常

用参考值范围应用于老年人，有必要为老年人群体建立单独的

血常规参考值［１０１１］。

综上所述，本调查显示川东北地区血常规参考值范围与现

行的血常规参考值范围部分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应该制定

并实施本地区的血常规参考值范围，并且有必要为老年人群体

建立单独的血常规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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