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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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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体液"脑脊液及浆膜腔穿刺液$标本进行红细胞'白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同时使用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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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时!仪器法检测结果呈线性!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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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33(,

和
-+3(6*

!在此线性范围内仪器法和手工法检

测红细胞'白细胞计数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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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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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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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对含有大量细胞团块的标本!仪器法检测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不呈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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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体液标本计数及分类结

果与手工法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此范围内时使用仪器法检测能够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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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检验流程的自动化#以及医疗卫生行业对检验效

率和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

*

#一些传统的手工检验方法已不

能满足临床快速诊疗的需要'诸多临床检验项目已经由传统

的手工法逐渐向仪器法转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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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在检测体液细胞计数及分类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

仪器法虽然具有效率高(稳定性高的优点#但其检验结果的准

确性却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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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不同红细胞和白细

胞数量区间的体液标本进行仪器法与手工法计数(分类结果的

比对#分析仪器法与手工法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影响
)

种方法

准确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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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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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收集体液标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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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中脑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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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浆膜腔穿刺液
(3

份#均来自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住院及门诊就诊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标本均使用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Xb;"&S

)

&抗凝管采集#并在标本采集后

的
1B

内完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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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仪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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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购自日本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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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C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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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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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镜显微镜#购自

日本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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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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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板购自深圳市海滨仪

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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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配套校准

品(质控品及检测试剂购自日本
O

L

9J>C

公司%冰乙酸购自北

京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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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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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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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校准品进行校准#每个

检测日使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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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高(中(低水平血细胞质控品执行室

内质控#各项检测参数结果均在靶值允许范围内方可进行标本

检测'新鲜体液标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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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中文操作手册.

)

,

*的方法进行操作'每份标本检测
)

次#

以
)

次结果的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进行分析'根据美国临床实

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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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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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归方程的

相关系数$

1

&不低于
-+3,

时仪器检测结果呈线性'手工法!由

)

名中级以上职称的检验师使用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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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板在显微

镜下进行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使用冰乙酸酸化标本后对白

细胞进行分类'以
)

名检验师镜检结果的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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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及白细胞计数的线性分析!留取高浓度红细胞和白细胞

的体液标本#用生理盐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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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6-[

(

(-[

和

'--[

的比例进行稀释'每份标本检测
)

次#计算平均值作为

实测值#将实测值与理论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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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仪器法及手工法检验结果使用
O

D

>AEJA:

相关

分析与回归分析评价其相关性#使用配对
!

检验进行差异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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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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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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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线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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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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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中文操作手册.中提供的仪器性能及本实验室脑脊液细

胞计数的参考范围#将红细胞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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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检测新鲜且不含细胞

团的体液标本中红细胞(白细胞计数的线性分析结果见表
'

(

图
'

'检测标本内含有大量细胞团块时#红细胞线性方程为

%5,6+0-'#e,-'')

#

15-+,61(

%白细胞线性方程为
%5

13+6(3#e1,6)

#

15-+1,6'

'说明此种情况下使用仪器法检

测的结果不呈线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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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体液红细胞&

!!!!

白细胞的线性分析结果

项目 浓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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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方程
1

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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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e,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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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e*3+)1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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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5-+*),-#e*+-- -+1)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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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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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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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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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体液红细胞&

白细胞的线性分析

D+D

!

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结果的比较
!

标本

浓度在仪器线性范围内使用
)

种方法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的配

对
!

检验结果见表
)

'标本浓度在仪器线性范围内时#仪器法

与手工法检测体液红细胞(白细胞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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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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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红细胞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

红细胞

浓度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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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范围内#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红

细胞相关性分析的回归方程为
%5'+-6--#e)(+1*'

#

1

为

-+3(3*

'结果显示在此浓度范围内
)

种方法计数红细胞具有

较好的相关性#见图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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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体液红细胞&白细胞结果的

!!!!!

比较$

;Q=

'

\'-

6

"

#

%

方法 红细胞 白细胞

仪器法
'6,1+--Q,,+'1 '6+0,Q*+*)

手工法
'0-'+--Q,3+,) ',+3,Q1+)(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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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红细胞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曲线

D+F

!

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白细胞及分类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

白细胞浓度在$

3

%

,-

&

\'-

6

"

#

范围内#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

白细胞相关性分析的回归方程为
%5-+3,6)#e-+'36-

#

1

为

-+30'0

#见图
*"

'白细胞分类相关性分析的回归方程为
%5

-+3*'1#e)+,',1

#

1

为
-+3)13

'结果显示在此浓度范围内

)

种方法对白细胞计数及分类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见图
*!

'

!!

"

!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白细胞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曲线%

!

!仪器法

与手工法检测白细胞分类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曲线'

图
*

!!

仪器法与手工法检测白细胞及分类

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E

!

讨
!!

论

随着检验流程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检验项

目可以借助仪器自动完成'检验仪器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节约了人力成本#缩短了标本周转时间

$

;";

&'然而仪器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却需要验证'

本文研究显示#当红细胞在$

'--

%

'----

&

\'-

6

"

#

(白细

胞在$

3

%

,-

&

\'-

6

"

#

范围内时#仪器法和手工法对红细胞(白

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在此范围内使用

仪器法进行检测能够有效避免手工法操作繁琐带来的
;";

延迟和人员之间差异导致结果的稳定性低'此外#大量实验证

实仪器法的重复性高于手工法)

0&3

*

#因此当体液细胞浓度在此

范围内时#推荐使用仪器法检测'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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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胰岛素由胰岛
$

细胞分泌)

,

*

'大量文献报道#胰岛
$

细胞功

能缺陷和胰岛素抵抗是
)

型糖尿病发病的中心环节)

6

*

'在糖

尿病发生以后#

$

细胞功能仍呈进行性下降#其下降的速度决

定了糖尿病进展的速度'持续存在的胰岛素抵抗加上糖毒性

和脂毒性对胰岛
$

细胞的不断损伤#导致
$

细胞功能不断衰

退#最后
$

细胞功能消失'诱发和加重上述恶性循环最重要的

因素是高血糖)

0

*

#因此#控制高血糖是治疗糖尿病的根本'

NO

&

是模拟人体健康胰腺分泌胰岛素的生理模式进行治疗#被认

为是基础胰岛素替代治疗的金标准)

(

*

'由于健康人的血糖在

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常规胰岛素强化治疗#如果把血糖控制得

过低#必然会增加低血糖的危险#而放宽控制则会造成血糖不

达标)

3

*

'采用
NO

&

治疗糖尿病合并脑卒中患者#可以提供持

续的
)1B

/基础
e

餐前胰岛素0#能很好地控制血糖水平#血糖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短#低血糖发生率低#从而迅速改善患者的

高血糖状况#明显缓解胰岛素抵抗#

%O

明显上升#使胰岛
$

细胞

的功能得到最快速度和最大程度的恢复#进而缓解患者脑水

肿#加速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

'-

*

'本文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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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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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住

院费用#而且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意识障碍#是一种

理想的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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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中文操作手册.中提供

的性能指标基本相符'标本细胞浓度在性能指标范围内进行

细胞计数能够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低于或高于此范围时#由

于不在仪器法检测的线性范围内#将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当细胞数超出此范围时#需使用生理盐水对标本进行适当倍数

稀释后再检测'当细胞数低于此范围且高于实验室参考范围

时#应参考手工法检测结果'所以手工法作为传统的细胞计数

及分类的检测方法#在临床检验工作中仍具有重要作用#尚不

能完全被仪器法所取代'

综上所述#当标本中存在大量细胞团时#仪器法检测的准

确度明显降低#这可能与仪器法的检测原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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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检测体液细胞中红细胞的原理为

电阻抗法#检测白细胞的原理为核酸荧光染色法'当细胞成团

存在时#由于细胞体积(形态及细胞内容物均发生不同程度的

改变#红细胞的直方图和白细胞的散点图都会受到影响#最终

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手工法检测结果更为准

确'只有充分了解仪器法的检验原理与性能#正确使用和操作

仪器#才能使仪器在日常检验工作中发挥最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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