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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红细胞沉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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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方法
!

随机选取住院和门

诊患者
1$5

例!采用自动
N!)

分析仪
W;97>;D/1%%

的
3%M79

和
1A

及魏氏法测定
N!)

!并对
3

种方法进行比较并进行重复性检

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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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器法
3%M79

&仪器法
1A

&魏氏法检测
N!)

值分别为
3:20h3$21

&

3021h332:

和
352$h3"24

!两两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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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
3%M79

&仪器法
1A

&魏氏法的阳性结果检出率依次为
$32"Y

&

$$2#Y

和
$#2"Y

!未发现有统

计学差异"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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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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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法
3%M79

&仪器法
1A

&仪器法
3%M79

与魏氏法&仪器法
1A

与魏氏法之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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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值依次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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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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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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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检测
<R

值均较小!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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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
N!)

分析仪
W;97>;D/1%%

与魏氏法相比!

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较低!且一致性&重复性极好!方便快速且安全!应在临床上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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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离体抗凝血静置后#红细胞在单位时间内沉降的速度'国际血

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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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N!)

测定的标准方法为魏氏

法(

1/"

)

#但是魏氏法需时长#实验影响因素多#且不方便大批量

作业'近些年大量全自动
N!)

分析仪的正在广泛应用(

3/$

)

#为

研究本院的
W;97>;D/1%%

全自动
N!)

仪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以

便为临床诊断提供更为准确的实验数据#现对其进行评价'

C

!

资料与方法

C2C

!

一般资料
!

收集
"%1$

年
3

月至
$

月本院住院患者
1$5

例#其中男
0"

例#女
5$

例#年龄
5

(

00

岁'每例患者均采集
"

份静脉血$

1e$

用
1%4MM;G

"

[

枸橼酸钠抗凝%'

C2D

!

仪器与试剂
!

W;97>;D/1%%

全自动
N!)

仪及其配套的

N!)

专 用 管 $意 大 利
_7>@GT7@

?

9;8>7C8

%&魏 氏
N!)

架 及

N!)

管'

C2E

!

方法

C2E2C

!

W;97>;D/1%%

全自动
N!)

仪测定
N!)

!

用含有
%2$

M[1%4MM;G

"

[

枸橼酸钠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12

5M[

#充分颠倒混匀#然后再加入到仪器配套的专用
N!)

检测

管中#按照仪器厂家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记录
3%M79

作为快速

法*

1A

作为标准法的
"

种实验结果'

C2E2D

!

魏氏法测定
N!)

!

用含有
%2$M[1%4MM;G

"

[

枸橼

酸钠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125M[

#充分颠倒混匀'

用
N!)

管吸取混匀抗凝血液至,

%

-刻度处#拭去管外附着的血

液#将
N!)

管直立在
N!)

架上'室温静置
1A

后#观察红细胞

下沉后血浆高度#读取
N!)

$以
MM

"

A

为单位%结果(

#

)

'

C2E2E

!

重复性检测
!

随机选择
3

份低值和
3

份高值标本#使

用快速法分别重复检测
1%

次#计算均值$

.

%*标准差$

8

%*变异

系数$

<R

%

C2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4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N!)

的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阳性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快速法*

标准法及魏氏法检测的一致性检验采用
.@

''

=D

检验(

5

)

'

G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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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结
!!

果

D2C

!

3

种方法间的比较
!

仪器法
3%M79

*仪器法
1A

*魏氏法
3

种方法检测结果见表
1

'对仪器法
3%M79

与仪器法
1A

测定

的
N!)

值进行配对
:

检验#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2%#

%&

对仪器法
3%M79

与魏氏法
N!)

值进行配对
:

检验#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G

%

%2%#

%&对仪器法
1A

和魏氏法进行配对
:

检

验#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2%#

%#均提示
3

种检测方法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

3

种方法检测
N!)

结果

方法
# N!)

值$

MM

"

A

%

仪器法
3%M79 1$5 3:20h3$21

仪器法
1A 1$5 3021h332:

魏氏法
1$5 352$h3"24

D2D

!

阳性结果检测率的比较
!

对于
3

种方法测定的
N!)

进

行临床意义上的判定#超出参考范围即为阳性结果'仪器法

3%M79

*仪器法
1A

*魏氏法之间阳性结果分别为
53

*

5#

和
55

例#阳性率依次为
$32"Y

*

$$2#Y

和
$#2"Y

#通过阳性率的两

两比较#均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2%#

%'

D2E

!

一致性检验
!

仪器法
3%M79

与仪器法
1A

之间比较#

.@

''

=Dg%24$$

#

Gg%2%%

&以魏氏法作为推荐的标准方法#来

判断仪器法
3%M79

和仪器法
1A

间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及

c;KJ=9

指数#仪器法
3%M79

与魏氏法之间的比较#

.@

''

=Dg

%20:#

#

Gg%2%%

#仪器法
3%M79

的假阳性率为
:2"3Y

#假阴性

率为
$2:5Y

#

c;KJ=9

指数为
002%1Y

&仪器法
1A

与魏氏法之

间的比较#

.@

''

=Dg%24%3

#

Gg%2%%

#仪器法
1A

的假阳性率为

$24$Y

#假阴性率为
$25"Y

#

c;KJ=9

指数为
4%2$$Y

#具体结

果见表
"

(

$

'

表
"

!!

仪器法
3%M79

与仪器法
1A

之间的比较

仪器法
1A

仪器法
3%M79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5" 3 5#

阴性
1 0% 01

合计
53 03 1$5

表
3

!!

仪器法
3%M79

与魏氏法之间的比较

魏氏法
仪器法

3%M79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5% 5 55

阴性
3 :: 0%

合计
53 03 1$5

表
$

!!

仪器法
1A

与魏氏法之间的比较

魏氏法
仪器法

1A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5" $ 55

阴性
3 :: 0%

合计
5# 01 1$5

D2F

!

重复性检测
!

选择
3

份低值标本和
3

份高值标本#分别

重复检测
1%

次#计算出 及
<R

值#标本
$

的变异系数最大#标

本
1

的变异系数最小#具体见表
#

'

表
#

!!

快速法检测结果的重复性

标本
.h3

$

MM

"

A

%

<R

$

Y

%

1 #2"h%21" "231

" 424h%2": "2:"

3 1:2$h%2#0 3233

$ 3#2"h12$3 $2%5

# 5520h"211 3215

5 11%24h32#: 32""

E

!

讨
!!

论

N!)

作为临床诊断疾病的辅助指标#虽然缺乏特异性#但

是对判断机体有无感染*组织损伤*坏死或某些疾病有无活动*

进展*恶化及肿瘤浸润*播撒*转移等都有一定价值'国际血液

学标准化委员会$

\-!R

%推荐魏氏法作为
N!)

测定的标准方

法#并对器材和操作方法提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是魏氏法作为

手工方法影响因素非常之多如
N!)

管的放置不正#

N!)

架放

置不平&室温的影响&

N!)

管的规格是否符合标准#重复利用

时
N!)

管是否完全清洗干净以及魏氏法缺乏生物安全*操作

繁琐*耗时长#均不利用广泛推广(

:

)

'

W;97>;D/1%%

全自动
N!)

仪是利用红外线光学系统#

1%%

个红外线栅栏可垂直读取
1%%

个检测管位置#每队光耦成

10%̂̂

排列'读数板以
%2"MM

间隔
1%%

个位置样品同时进行

分析'该板由
1%%

对红外线传输
/

接收光电偶$

(a

"

)a

%组成#

当其刚刚开始升高时#指示系统就可以识别装有正确液量样品

试管的位置#约
3M79

后#开始真正进行检测#计算机记录下每

个样品的,

%

-时间点#在
3%

或
5%M79

内每隔
3M79

检测一次#

一旦红外线能从红血球射出#接收器就能立即捕捉到信号并通

知计算机记录下到达该瞬间的液面高度#电动机所需要的步

数#从而得出其
N!)

值'

W;97>;D/1%%

操作简便#自动计时#测

定结果准确'检测过程封闭#血液不外流#减少污染机会#保证

生物安全'统计结果显示#意大利
W;97>;D/1%%

全自动
N!)

分

析仪所具备的仪器法
3%M79

和仪器法
1A

与魏氏法之间的方

法学上通过配对
:

检验#发现无统计学差异'

3

种方法对于临

床阳性结果的解释即阳性率判断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

外#从临床阳性率的一致性比较上#仪器法
3%M79

与仪器法
1

A

*仪器法
3%M79

与魏氏法*仪器法
1A

与魏氏法均有极好的

一致性$

.@

''

=D

值依次为
%24$$

*

%20:#

和
%24%3

%'仪器法
3%

M79

的假阳性率为
:2"3Y

#假阴性率为
$2:5Y

&仪器法
1A

的

假阳性率为
$24$Y

#假阴性率为
$25"Y

#均提示
N!)

分析仪

与魏氏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相关性#而且通过重复性试验#

也证实了其均有良好的重复性$

<R

值小%'

综上所述#

W;97>;D/1%%

自动
N!)

分析仪所检测的
N!)

结果与推荐的标准方法魏氏法具有很好的相关性且重复性好#

在临床意义上其一致性和检出率上同样无统计学差异'此外#

W;97>;D/1%%

自动
N!)

分析仪还具有魏氏法不可比拟的优点!

$

1

%避免了人为主观的判读误差&$

"

%检测过程全封闭操作#使

用一次性
N!)

管#避免操作者的感染风险#确保安全&$

3

%免受

室温温度及温差的影响&$

$

%检测时间短#快速法仅需
3%M79

&

$

#

%可以进行大批量检测#因此值得在临床上$下转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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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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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鉴定出细菌
"0%

例#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1$#

例#革兰阴性杆

菌
13#

例#而直接法与常规法鉴定相符的革兰阳性球菌
13"

例#革兰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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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细菌鉴定革兰阳性球菌符

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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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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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总符合率为
4"2#Y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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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的符合率

对比差异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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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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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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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培养阳性标本
"

种检测方法菌种

!!!

检测出的符合率比较

病原菌
#

常规法 直接法 符合率$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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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阳性球菌
1$# 1$# 13"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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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
4% 4% 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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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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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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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 4 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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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结果符合率
!

抗菌药物敏感性方面#直接药敏试验

与常规药敏试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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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药敏试验'常规药敏试验的药物敏感性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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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伴随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量的提高#不科学使用抗菌

药物的比率也随之提高#细菌多重耐药感染患者的比率持续上

升#而抗菌药物得随意性使用会造成患者全身感染性疾病以及

败血症等#从而为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所以快捷高效的

细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已成为当今临床的一项主要内容(

3/5

)

'

血培养阳性标本按照常规法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往

往需要
"

(

3

天'直接药敏试验省去了细菌在血平板上的培养

时间#比常规药敏试验提早
15

(

10A

#为临床有效的抗感染治

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1%

)

'本次研究对直接药敏试验和常规药

敏试验进行了对比分析#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对
"0%

例血

培养阳性标本细菌鉴定结果为菌种鉴定阴性杆菌符合率为

4$21Y

*阳性球菌符合率为
412%Y

#总符合率为
4"2#Y

#高于

李慧(

11

)报道的
"

种方法菌种鉴定总符合率
032:Y

的结果#与

罗永慧(

1"

)所报道的总符合率
432#Y

大致相符'另外#在抗菌

药物敏感性方面#直接药敏试验与常规药敏试验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在临床血液细菌检验中#直接法克服了常规法

费时的缺点#与常规法对比无明显差别#且检验更便利快速#是

一种较好的检验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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