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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由于检查方便'快捷是住院患者必不可少的检查项

目之一#也是临床医师最先获得的患者检查资料#需要检验人员

的规范操作和经验积累*但是#笔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某些因

素可能会干扰血细胞的检测#从而使细胞计数出现异常和错误

结果*现报道本科室最近发现的
%

例患者冷凝集素对末梢血血

常规测定产生的影响#以提醒同行在日常工作中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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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患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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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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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因反复咳嗽'胸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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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

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入院前门诊检查!白细胞$

X26

&

Z)5:

%*

=

"

!

#红细胞$

726

&

')(+:%*

%&

"

!

#血红蛋白$

\M

&

%&,

P

"

!

#血小板

$

$!B

&

&5,:%*

=

"

!

#红细胞平均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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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检查!

结核抗体阴性#肝功能正常#抗链球菌溶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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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类风

湿因子正常#红细胞沉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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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阴性#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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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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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测方法

采用日本希森美康生产的
]SAZ**?

血球仪器进行检测#稀

释液配套且都在保质期内*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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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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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塑料试管内加入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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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
(*

#

!

患者末梢血$手指血&混匀#上机按稀释模式

测定*检测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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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后发现本次血常规检测结果与入院前检测结果相差

较大#尤其是
726

计数与
\M

水平不吻合#并有多项指标出现

明显异常*咨询临床主管医师得知该患者无特殊情况及症状#

肉眼观察塑料管内稀释的血液标本呈红色细小颗粒#显微镜下

红细胞聚集成团块状#考虑有冷凝集素影响#于是在
'5[

水浴

箱中放置
%*K?1

后复测#结果与入院前检测结果比较吻合*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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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显微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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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散开#随着时间延长又逐渐冷

却#

726

慢慢聚集#最后形成大的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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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前后血常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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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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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素是一种自身抗体#主要是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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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抗体#少数为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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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素在低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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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结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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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促使

726

发生可逆性凝集#阻塞微循环而使患者出现发绀#严重者

发生自身免疫性溶血#当升温至
'5[

时#凝集消失*在某些病

理情况下#冷凝集素的效价可异常增高而引起比较严重的临床

症状#称为冷凝集素综合征*主要继发于上呼吸道感染$如支

原体肺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慢性肝炎'系统性红斑狼

疮'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及骨髓瘤等*该病多见于女性#无遗

传因素#多数患者在冷环境中表现鼻尖'口唇'耳廓'手指及足

趾发绀#加温后消失#可出现雷诺现象*对血常规的影响表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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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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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差悬殊$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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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A(

)

*健康人体血清几乎都有低度的冷凝集存在#当其效价

在
%j%+

以下时对血常规的影响很不明显#即其效价越高#影

响越明显*由于本例患者在未知冷凝集素结果的情况下进行

检测并发现了血液标本的异常现象#第
&

天冷凝集报告为

%j%&Z

#呈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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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从而验证了标本可能出现

了冷凝集自身抗体的判断*

分析造成检验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时值冬季#

患者施行的是床前末梢血采集#工作人员从住院部采集后再送

到本科室检测#路途中标本在冷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激活了

冷凝集素自身抗体#

726

发生了可逆性凝集*但入院前血常

规检测未发现此种情况#血常规结果基本正常#可能是因为患

者在检验科门诊窗口采集静脉血#室温由中央空调控制在

&,[

左右#且采集后立刻上机检测*通过对比观察表
%

结果#

从
#6\

和
#6\6

的检测结果中可以反映出#入院前检测时

已少量凝集存在*由于
$!B

的体积比
726

小#

\M

经溶解

726

后用比色方法检测#所以冷凝集素对
$!B

和
\M

的影响

不明显#水浴前后结果影响不大*

冷凝集素的存在常会导致血液标本血常规测定出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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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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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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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测定血常规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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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与
\M

水平明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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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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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现异常#经
'5[

水

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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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新测定#结果正常#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吴颖涛

等(

+

)在临床操作中也遇到
%

例冷凝集患者#加之科室内空调未

开#出现肉眼可见的凝集现象*郜红琴等(

5

)建议轻度冷凝集标

本可采用热水浴的方法#高度冷凝集标本可采用双重加温法和

血浆置换法*但后两种方法都比较繁琐#本文建议采用稀释水

浴法纠正#即全血标本可以采用微量吸管吸取少许血液按仪器

预稀释模式
'5[

水浴后检测#因为稀释的同时既降低了标本

的凝集效价#又增加了细胞间的距离#降低了细胞表面电荷的

作用#减少了细胞的聚集#降低了冷凝集素的干扰(

ZA=

)

*之前大

量报道冷凝集素的影响都是全血#本研究发现末梢血出现冷凝

现象#提醒检验工作者应予以重视*

总之#无论是全血还是末梢血#若发现
726

计数和
\M

检

测结果不一致#最简单的办法是首先涂片显微镜下检查#观察

726

是否有凝集出现#若有凝集出现或随着时间的延长凝集

现象越来越明显#可在
'5[

水浴箱中放置
%*K?1

后立即测

定#从而排除冷凝集素对血常规检测的干扰#为临床提供快速

准确的检测结果*

参考文献

(

%

) 尚红#王毓三#申子瑜#等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

版
)

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林粤#宋凯杰#黎文彬
)

高效价冷凝集素导致检验结果失真原因分

析(

W

)

)

临床军医杂志#

&*%'

#

(%

$

%%

&!

%%5=A%%Z*)

(

'

) 胡志勇#童燕
)

高效价冷凝集素致血常规检测多项参数失真
%

例

(

W

)

)

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 #

&*%&

#

&,

$

&

&!

&,=)

(

(

) 王欣#唐燕平#张丽萍#等
)

冷凝集素致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误差

的分析(

W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5=A'(Z*)

(

,

) 孙宝旗#张庆
)

冷凝集素对
&

例血常规检测多项参数干扰分析

(

W

)

)

河北医药#

&*%*

#

'&

$

%,

&!

&%*=A&%%*)

(

+

) 吴颖涛#容东宁#刘勇
)

冷凝集现象对血液分析仪细胞计数的影响

分析(

W

)

)

实用医技杂志#

&**=

#

%+

$

%

&!

,,A,+)

(

5

) 郜红琴#闫华#苗慧丽
)

红细胞冷凝集现象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

响及几种消除方法比较(

W

)

)

长治医学院学报#

&*%(

#

&Z

$

+

&!

(,'A

(,,)

(

Z

) 张丽霞#张杰#陆琳#等
)

温育加稀释法可解除冷凝集素对血常规

检测的干扰(

W

)

)

临床检验杂志#

&*%%

#

&=

$

(

&!

'%5A'%Z)

(

=

) 王励#黄瑞英
)

生理盐水置换等量血浆并温育法可消除冷凝集素

对血常规检验的影响(

W

)

)

临床检验杂志#

&*%(

#

'&

$

Z

&!

+'5)

$收稿日期!

&*%,A*=A&+

&

!个案与短篇!

某市一起诺如病毒引起多个旅游团暴发感染性腹泻的调查

黄春梅!邓
!

瑶!李冬梅!吴南卫

"海南省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南三亚
,5&***

$

!!

!"#

!

%*)'=+=

"

>

)?@@1)%+5'A(%'*)&*%+)*,)*5*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5'A(%'*

"

&*%+

$

*,A*5%=A*&

!!

&*%,

年
5

月
5

日至
&*%,

年
5

月
=

日#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陆续收到
Z

个旅游团队出现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根据病例

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特征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该疫情初步判定

为诺如病毒
/&

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暴发*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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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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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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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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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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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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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陆续收到
Z

个旅游团队出现疑似食物中毒事

件#累计发生急性胃肠炎病例共
%*'

例#均以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为主要临床症状#症状较轻#无住院患者#所有患者经抗感

染'对症治疗后#病情得到缓解#无危重和死亡病例*

%*'

例病

例发病时间分布为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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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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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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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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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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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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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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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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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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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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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

件患者均为游客#均来自海南省以外的其他不同城市#以家庭

散客组团到三亚旅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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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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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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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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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餐厅用餐#其中某

一自助餐厅是
Z

个旅游团共同的就餐点*该餐厅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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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服务人员
,=

人#厨房工作人员
(=

人#均经健康体检合格#取得

健康证*该餐厅有餐饮业服务许可证#厨房管理到位#建立了

食物及原料采购台制度#环境卫生一般#刀具'砧板生熟分开#

有餐具消毒设备*该餐厅使用水源为自来水#无蓄水池*该餐

厅职工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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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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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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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左右#均已无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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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验

C)B

!

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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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采集标本
%%*

份#其中患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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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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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肛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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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厨房工作人员肛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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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食品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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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留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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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砧板涂抹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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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刀具涂

抹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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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箱内壁涂抹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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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每份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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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采集

的所有标本低温保存运送到室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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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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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食品标本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

群#以及致病菌$沙门菌'志贺菌'变形杆菌'霍乱弧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溶血性链球菌'腊样芽胞杆菌'

副溶血性弧菌&检测#患者呕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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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肛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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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进行诺如病毒核酸检测#方法为实时荧光定量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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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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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食物标本未检测出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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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诺

如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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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肛拭子标本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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