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Xb;"

依赖性血小板聚集对血小板计数的影响及处理方法探讨

王
!

炜!陈卫民!倪士刚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江苏徐州
))'--6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二胺四乙酸"

Xb;"

$依赖性血小板聚集"

/;N/

$对血小板计数的影响及处理方法&方法
!

对
/;N/

的

标本分别采用人工显微镜法"方法
'

$'不抗凝立即直接测定法"方法
)

$'枸橼酸钠抗凝管法"方法
*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0氟化钠

抗凝管法"方法
1

$进行检测!以人工显微镜法"方法
'

$作为参考方法!寻找简便可靠的处理方法&结果
!

对于
/;N/

的标本!通知

患者到检验科仪器旁重新抽血后立即检测!

1

种方法均是可以接受的"

"

&

-+-,

$&与方法
)

相比!方法
*

和方法
1

加了抗凝剂也

显得多余&采用枸橼酸钠抗凝的方法"方法
*

$!在
'B

内的各个不同时段内检测结果均可接受!方法可靠#而在
Xb;"&S

)

抗凝管

中加入氟化钠的方法"方法
1

$!混匀后立即检测的结果与手工显微镜检查结果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放置
*-J8:

和
'B

后的结果与手工显微镜结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N

法具有简便'不受时间限制'可有效解决
/;N/

问题等优点!可作为首选方法&

关键词#

Xb;"

依赖性血小板聚集#

!

枸橼酸钠抗凝剂#

!

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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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查使用的抗凝剂为乙二胺四

乙酸二钾$

Xb;"&S

)

&#因其对血细胞的形态影响很小#适于制

备血涂片进行血细胞形态学观察)

'

*

#而被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

员会$

%NÒ

&推荐为血细胞分析仪的首选抗凝剂'然而在日常

工作中#该抗凝剂可引起少数患者血小板假性减少#该现象称

为乙二胺四乙酸$

Xb;"

&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

/;N/

&#如

果对此不进行有效的纠正#势必造成误诊#甚至会引起医疗纠

纷#应该引起检验工作者的重视'笔者就
/;N/

的处理方法进

行了探讨#通过对几种方法的对比研究#总结出一个比较简便

实用的解决办法#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标本来自于
)-''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

院门诊就诊及住院的患者
))

例'纳入标准!仪器结果显示血

小板减少%血涂片染色镜下见有大量血小板聚集%再次抽血后

复检#且抽血过程顺利#上述情况依然存在'如果再次抽血后#

血小板结果变正常#血涂片镜检未见血小板聚集#说明该血小

板减少是抽血不当造成#该标本则被剔除'

C+D

!

仪器与试剂
!

RX&)'--b

血液分析仪(配套试剂及质控

品由日本
O

L

9J>C

公司提供#仪器状态良好#每天均检测高(

中(低
*

种质控品#且均在控后进行标本检测%

Xb;"&S

)

抗凝

管和枸橼酸钠抗凝管由湖南省浏阳市医用仪具厂提供%日本

2G

L

J

D

H9

公司双目显微镜%草酸铵稀释液严格按照-全国临床

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进行配制%瑞
&

吉复合染液由珠海贝索

公司提供)

)

*

%

Xb;"&S

)

+氟化钠$

UAP

&抗凝管#溶液制备!无

锡亚盛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分析纯
UAP6

@

加
'--J#

蒸馏

水#取
'--

"

#

置于
Xb;"&S

)

抗凝管中#

,6Z

烤干备用)

'

*

'

C+E

!

方法

C+E+C

!

/;N/

标本的确认
!

仪器结果显示血小板减少#同时

报警提示血小板聚集#血小板直方图曲折不平滑#有翘尾现象#

见图
'

%血涂片染色镜下见有大量血小板紧密聚集#一般为

'-

%

)-

个血小板聚集成堆#甚至出现大片聚集现象#散在的血

小板少见#见图
)

%抽血过程规范(顺利#抽血后立即混匀#患者

无血小板减少的症状和体征#具备以上情况#应该考虑该标本

为
/;N/

现象'

C+E+D

!

处理方法
!

通知患者到仪器旁边#严格规范操作#重新

抽血分别放入没有任何抗凝剂试管(枸橼酸钠抗凝管(

Xb;"&

S

)

+

UAP

抗凝管中'立即取未抗凝血
)-

"

#

加入含
-+*(J#

草酸铵稀释液的试管中混匀$

"

管#方法
'

&#

*-J8:

内完成检

测%没有任何抗凝剂的试管立即进行检测$

!

管#方法
)

&#该法

要求动作迅速熟练%枸橼酸钠抗凝管$

N

管#方法
*

&和
Xb;"&

S

)

+

UAP

抗凝管$

b

管#方法
1

&充分混匀后立即进行检测一

次#室温放置
*-

(

6-J8:

后再各检测一次'因
N

管的抗凝剂与

血液之比为
'j3

#所以检测的结果乘以
'+'

后进行统计)

*

*

'

"

管由
)

位经验丰富的检验师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
*

版&.的要求进行血小板显微镜计数)

)

*

#每个标本计数两

次取平均值#以人工显微镜法$

"

管#方法
'

&作为参考方法#

!

(

N

(

b

管的检测结果与之进行比对'

图
'

!!

/;N/

患者的血小板直方图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3+-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N

管和
b

管分别制作血涂片染色显微镜下观察#显示血小

板无聚集'检测结果以显微镜法$方法
'

&作为参考方法#其他

方法分别与之进行比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1

种

方法立即检测$

-J8:

&的结果见表
'

'枸橼酸钠抗凝管$方法

*

&和
Xb;"&S

)

+

UAP

$方法
1

&室温放置
*-

(

6-J8:

后再各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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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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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次#其检测的结果与显微镜法$方法
'

&进行比较结果见

表
)

'

图
)

!!

/;N/

患者的血涂片$

\1--

%

表
'

!!

立即检测时
1

种方法的血小板计数结果

!!!!!

$

;Q=

'

.5))

%

方法 平均值$

\'-

3

"

#

&

1 ! "

方法
' '(*+1,Q,1+*1 ] ] ]

方法
) '()+61Q,1+-3 -+336 -+030 -+1*,

方法
* '('+-3Q,(+33 -+3(- -+3-- -+*0(

方法
1 '0(+-,Q,(+-( -+303 )+-01 -+-,'

!!

]

!无数据'

表
)

!!

*-

&

6-J8:

时方法
*

与方法
1

血小板数据

!!!!!

分析$

;Q=

'

.5))

%

方法 平均值$

\'-

3

"

#

& 相关系数$

1

&

! "

方法
*

!

放置
*-J8: '(-+*6Q,(+0' -+303 '+'06 -+),*

!

放置
6-J8: '('+3,Q,1+*1 -+33* '+-6* -+*--

方法
1

!

放置
*-J8: ',6+-,Q,-+)3 -+0,3 *+,'( -+--)

!

放置
6-J8: '0(+3,Q,0+3( -+33' )+,,6 -+-'(

E

!

讨
!!

论

/;N/

于
'363

年被
_<MGA:4

等)

1

*首先报道'随后的报道

逐渐增多#国内报告的发生率约为
-+-3

%

-+)-[

)

,

*

#

/;N/

是

一种发生于体外的
Xb;"

诱导的血小板非稳固性聚集#临床

表现为无出血现象的重型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6&0

*

'其发生的机

理#可能与血浆中存在的抗血小板抗体和$或&抗心磷脂抗体等

自身抗体有关)

(&3

*

#

Xb;"

可引起血小板活化#发生形态改变#

并释放一些活性物质#促使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原聚集成团#出

现血小板聚集现象)

'-&')

*

'

对于假性血小板减少的患者#如果抽血过程顺利#仪器有

血小板聚集的报警提示#血小板直方图异常#同时血涂片染色

显微镜下发现大量血小板聚集#而且聚集紧密#应该考虑为

/;N/

)

'*&'1

*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
/;N/

的标本#通知患者到

检验科仪器旁重新抽血后立即检测#

1

种方法均是可以接受的

$

"

&

-+-,

&#但是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很难实施#而且与方法
)

相比#方法
*

和方法
1

加了抗凝剂也显得多余'采用枸橼酸钠

抗凝的方法$方法
*

&#在
'B

内的各个不同时段内检测结果均

可接受#方法可靠%而在
Xb;"&S

)

抗凝管中加入
UAP

的办法

$方法
1

&#混匀后立即检测的结果与手工显微镜检查结果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放置
*-J8:

和
'B

后的结果

与手工显微镜检查结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不推荐采用'有报道
Xb;"&S

)

+

UAP

抗凝管放置
*B

检测的

结果可靠)

',

*

#但等待的时间太长'因此#采用枸橼酸钠抗凝管

具有简便(可靠(不受时间限制(能够有效地解决
/;N/

问题等

优点#可作为首选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采用枸橼酸钠抗凝管

对血小板的测定存在一定的影响)

'6

*

#与本研究的结果存在

差异'

综上所述#对于疑似
/;N/

的患者#采用重新抽血同时放

入
Xb;"&S

)

抗凝管和枸橼酸钠抗凝管
)

种抗凝管中#充分混

匀后分别进行检测#同时分别涂血片染色镜检#如果
Xb;"&S

)

抗凝管的血小板仍然减低#血涂片显示血小板聚集#而枸橼酸

钠抗凝管的血小板数恢复了正常#血涂片未见血小板聚集#即

可确认该患者存在
/;N/

现象'此时#可采用枸橼酸钠抗凝管

的血小板计数结果乘以
'+'

后发报告#同时通知临床#复查血

常规时要避免使用
Xb;"&S

)

抗凝管'对于
/;N/

的患者#使

用枸橼酸钠抗凝管代替
Xb;"&S

)

抗凝管是简便可行的方法#

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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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预防感染的实践

林俊填!温丽玲!卢
!

瑾

"佛山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广东佛山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站预防感染的措施&方法
!

对该站预防感染的结果进行分析!以提出血站预防感染的对策&结果
!

对

各操作工作室进行空气监测的总合格率为
33+([

#采血人员手卫生合格率为
3(+-[

#灭菌器械及环境物体表面进行采样的合格

率分别为
'--+-[

'

3,+([

#

1(

例献血者皮肤消毒后合格率为
'--+-[

&结论
!

建立规范的血站预防感染制度'添置防护用品'加

强预防感染知识培训'严格消毒工作'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对血站预防感染至关重要&

关键词#血站#

!

预防感染#

!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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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管理办法.-血站质量管理规范.-消毒管理办法.等

多部标准已实施多年)

'&)

*

#消毒管理(预防感染作为血站质量管

理的重要内容#是避免交叉感染的重要措施)

*&,

*

#确保血液质量

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于
)-'1

年
(

月对本站进行预防感染的结

果进行了抽查#现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预防感染措施
!

本站对实施的感染预防主要包括操作工

作室$采血室(机采室(流动采血车(成分分离室(血库&(献血

者(采血者(物品等方面的预防'相关操作参照-消毒技术规范

$第
*

版&.第二分册医院消毒技术规范)

6

*

'

C+C+C

!

操作工作室
!

工作前后定时用紫外线进行室内空气消

毒#每日空气采样培养一次#如灭菌程度不合格#须彻底消毒#

直至合格为止'工作结束后清理各种物品#并用消毒液抹拭工

作台面%每周用消毒液擦拭各种室内仪器#同时进行采样培

养)

0&(

*

'

C+C+D

!

采血人员
!

工作人员进入室内须换鞋(戴口罩(帽子(

清洁双手'每次接触血液和血液制品前必须对双手进行清洁

和消毒'

C+C+E

!

物品
!

采血袋均在使用当天开包#开启后用无菌巾覆

盖%持物钳(筒和酒精(碘酒瓶经高压蒸汽消毒灭菌后使用#每

周更换两次%开启后持物钳(筒用消毒液浸泡%敷料盅装入棉球

后独立包装#并用高压蒸汽批量灭菌#使用时每天更换%无菌棉

签开启后只限当天使用%每把钳子(剪刀独立包装后高压蒸气

灭菌#用时一人一剪#用后用消毒液浸泡#使用前用灭菌蒸馏水

冲洗
*

次'工作完毕清理各种物品#做到未使用物品与已使用

物品(未消毒物品与灭菌物品严格分开'

C+C+F

!

消毒液
!

工作人员在工作前后使用美柔消毒液擦手液

进行洗手'医疗器械和各种仪器等采用
)[

戊二醛消毒(灭

菌'对于耐腐蚀物品(环境等采用
)[

康丽溶液或过氧乙酸进

行消毒'

C+C+G

!

献血者
!

对献血者采血部位进行皮肤消毒#每位献血

者献血时肘部垫一块方巾'用过的方巾(止血带(抓手用消毒

液浸泡消毒#做到一人一巾(一带(一针(一管(一抓手'

C+C+Q

!

贮血设备
!

每周用消毒液擦拭贮血冰箱表面一次'每

月彻底清洁冰箱内外一次#并对箱内空气进行有样培养一次'

贮血不锈钢槽(方盆(治疗车(工作台等每月用消毒液抹拭'血

液运输使用专用血箱#每月进行消毒处理'

C+D

!

监测
!

严格按照-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质量管理科定

期对全血及血液成分(关键物料(压力蒸汽灭菌器等关键设备(

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手卫生(紫外线灯管强度等进行质量检查'

空气(物体表面采样均在消毒处理后和献血之前进行#工作人

员手(消毒液(献血者皮肤消毒的采样#在执行各项操作前

进行'

C+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C$>G)--*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

D

!

结
!!

果

D+C

!

操作工作室空气监测合格率
!

对各操作工作室进行空气

监测的总合格率为
33+([

#见表
'

'

表
'

!!

操作工作室空气监测合格率

监测对象 监测份数$

.

& 合格份数$

.

& 合格率$

[

&

采血室
36 36 '--+-

机采室
36 36 '--+-

流动采血车
36 3, 3(+3

成分分离室
36 36 '--+-

血库
36 36 '--+-

合计
1(- 103 33+(

D+D

!

采血人员手卫生
!

对采血人员双手进行消毒后#再进行

采样#共
36

人次#合格
31

人次#合格率为
3(+-[

'

D+E

!

物品监测合格率
!

对灭菌器械及环境物体表面进行采样

的合格率分别为
'--+-[

$

36

"

36

&(

3,+([

$

3)

"

36

&'

D+F

!

消毒液消毒后合格率
!

1

种消毒液消毒后的合格率见

表
)

'

D+G

!

献血者皮肤消毒合格率
!

对
1(

例献血者皮肤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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