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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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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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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大于成熟红细胞平均体积!且女性略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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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成熟红细胞

的平均血红蛋白量!而体积较大的网织红细胞内的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则低于成熟红细胞的平均血红蛋白浓度&网织红细胞体积分

布宽度低于成熟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成熟红细胞内血红蛋白含量的均一性则比网织红细胞内血红蛋白含量均一性好$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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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网织红细胞一些应用较少的参数的参考范围并与红细胞的相应参数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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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是未成熟的红细胞#虽然已经有文献报道了不

同类型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网织红细胞的参考范围#但是仍有许

多参数不被了解#如网织红细胞平均体积$

C(RN

%#网织红细

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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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织红细胞

血红蛋白含量分布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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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别是这些网织红细胞的

参数与成熟红细胞之间的关系未见有报道'

网织红细胞是有核的晚幼红细胞脱核后到完全成熟之间

的过渡型细胞'其胞质内仍然残存有核糖体(核糖核酸等嗜碱

性物质#可用煌焦油蓝或新亚甲蓝染液进行活体染色后#显现

其网状结构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和计数'而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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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可观察呈现为嗜多色性红细胞'网织红细胞可根据红细

胞内网状物质的形态进行初步分类#一般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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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网织红

细胞自动化检测技术是在近
!#

余年中发展而来#特别是伴随

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的发展而来#其检测技术和原理(试剂虽

不相同#但其在检测速度(精密度(多参数化等方面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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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具有网织红细胞分析功能的专用仪器和带有网织

红细胞分析功能的血细胞计数仪器进入国内的初期#就已经有

临床应用和评价以及参考范围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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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检测成本较高#

检测例数相对较少#参数仅涉及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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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熟网织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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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

红细胞体积和低(中(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即所谓的网织红

细胞分群%等参数'西门子
&PH@>%!#

"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5A=Z->SCIP

!

&

U

N@L!#%7

!

R<L2$)

!

9<23



仪是一款能提供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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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及网织红细胞分析的高端仪器#

其在网织红细胞分析方面的能力表现卓越'它采用氧氮杂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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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对网织红细胞染色#采用低角度散射光

检测网织红细胞体积#高角度散射光信号测定网织红细胞内血

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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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吸收光测定法判断网织红细胞内
89&

水

平#可以显示网织红细胞测定参数和计算参数(散点图和直方

图数十项#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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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分群即低

中高吸光度的网织红细胞比率也较为广泛应用'但仍有许多

具有研究价值的参数#例如
C(RN

(

(̂ (CN

(

8]WN

(

]̂WN

等

参数研究较少'本文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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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网织红细胞参数进行测定#

推荐建立网织红细胞
%#

项目参数的参考范围#并结合相关的

红细胞参数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今后深入开展网织红细胞相关

的研究(临床医疗实践和应用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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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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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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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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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体检中心

的健康体检者#对这些体检者进行初筛#排除患有贫血及血液

系统疾病(肾脏病(消化道疾病等患者#其血常规检查结果在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推荐的参考范围内#最终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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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

入研究'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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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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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分布!男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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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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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纳入研究者血常规检查中红细胞相关

参数)包括红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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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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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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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所有

标本#该仪器已经校准#每日测定前完成高(中(低和网织红细

胞共
"

个质控标本的测定#结果在控'选定标本均采用自动进

样方式测定#最大限度克服实验误差#所有测定均在采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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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完成'本研究对网织红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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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参数进行测定和统计

分析'为便于在文章中应用#笔者列出了这些分析参数的缩

写(中文名称和测定单位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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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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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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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记录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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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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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法确认健康人网织红细胞

常规参数并将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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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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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参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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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了解不同年龄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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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数是否存在差异#按照年龄

分布将被检者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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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岁(

$%

#$

*%

岁(

*%

#

"%

岁(

%

"%

岁'各年龄段人群间
$

个参数水平两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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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性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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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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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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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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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的测定结果分别进行统计'男女人群间#除高吸

光度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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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人群的血液红细胞各项参数分布范围
!

男性和

女性红细胞各项参数分布范围#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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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和成熟红细胞相关参数的对比分析
!

网织红

细胞是未完全成熟的红细胞群体#其中有许多参数与成熟红细

胞的相应参数有密切关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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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具有同时测定

和分析这两群细胞的能力#因此可以将其用于这两群细胞间相

应参数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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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7 %%2* $%$2#

#

$"*2#

$

#2#"

8]WN

$

i

%

+2! #23

$

%#27 +2" #2+

$

%#2$

$

#2#"

]̂WN

$

i

%

!72+ $2%

$

$!2# !32" !2*

$

$!2%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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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男性和女性血液红细胞各项参数的分布范围

参数
女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参考范围

男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参考范围
!

C(R

$

K-

%

332+ $2$ 3!2*

#

+"2" 332) $2" 3%2)

#

+"2)

$

#2#"

(̂

$

UE

%

!+2$ %2$ !72)

#

$!2# !+2) !2) !*2!

#

$"2!

$

#2#"

(̂ (C

$

E

"

-

%

$$%2* )27 $%72#

#

$*)2# $$+2# 323 $!%2#

#

$")2#

%

#2#"

8]W

$

i

%

%$2% %%2!

$

%*2* %$2% *2"

$

%*2#

$

#2#"

]̂W

$

i

%

!$27 %#2*

$

!32! !"2# %%2*

$

!+2!

$

#2#"

!!

(̂

!单个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均值&

(̂ (C

!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平均值'

表
7

!!

成熟红细胞与网织红细胞相应参数的比较$

KY@

&

细胞类型
细胞平均

体积$

K-

%

细胞血红蛋白

水平$

UE

%

细胞血红蛋白

浓度$

E

"

-

%

细胞体积分布

宽度$

i

%

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分布宽度$

i

%

成熟红细胞
3323Y$2* !+2"Y!2! $$"2!Y+2# %$2)Y#27 !*2"Y!2$

网织红细胞
%#"2*Y*2! $*2$Y%2* $!72$Y%!2) +2$Y#2+ !)23Y!23

!

$

#2#"

$

#2#"

$

#2#"

$

#2#"

$

#2#"

B

!

讨
!!

论

B2@

!

网织红细胞
!

8I=@.

和
8I=@.

!

是最重要的参数#作者参

考了国内近年来的相关报道#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仪器和报

道#其成年男女网织红细胞参考范围如下#见表
)

$见.国际检

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可以看出#不同仪器间在

网织红细胞测定参考范围上除
(]6$)##

型血液分析仪测得的

网织红细胞各参数显著高于其他仪器外#其他仪器的结果较为

接近#一般来说男性检测结果略高于女性'但是#在男女性别

间的百分数结果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可能与所采用的

检测系统以及选定的人群有所不同有关'在绝对数上的不同

应该源于男女性在红细胞数量上的明显差异'

B2A

!

C(R

和
C(RN

!

网织红细胞是幼稚的红细胞#其直径大

多为
32#

#

+2"

)

M

#而正常红细胞直径多为
72)

#

)2)

)

M

)

*

*

#

从直径上看网织红细胞明显大于成熟红细胞'正常平均红细

胞体积一般在
3+2"K-

$本研究为
3323K-

%#分布范围为
3#

#

%##K-

#网织红细胞体积从本研究结果看#平均值为
%#"2*K-

#

分布范围为
+)2#

#

%%$23K-

#也明显大于成熟红细胞#两组数

据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有关网织红细胞体

积的研究和报道并不多#丛玉隆等)

"

*在
%++7

年应用
'I.JA@6

.<Â $

血液分析仪进行了相关研究#健康人群的
C(RN

为

$

%%%23Y"2$

%

K-

'而
(<TL=IN

公司仪器也具有类似的检测指

标#一些作者也建立了成年人的正常参考范围#见表
3

$见.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本研究结果与这些

报道相近#但可能因检测系统的因素#略低于这些文献的报道#

但也同样可以证明网织红细胞是直径和体积均大于成熟红细

胞的细胞群体'

B2B

!

(̂

和
(̂ N

!

(̂

是通过高角度散射光直接测定的单个

红细胞内
(̂ N

#与通过
Ŝ

和
8,(

测定后计算获得的
C(̂

有相似的含义#但不受
Ŝ

和
8,(

测定误差和计算因素的影

响'从检测结果上看
(̂ N

要明显高于成熟
(̂

'网织红细胞

是有核红细胞脱掉细胞核并进入外周血液内的新生红细胞#具

有较大的体积和含有丰富的
Ŝ

#

(̂ N

平均为
$*2$

UE

#明显高

于成熟红细胞的
(̂

$

!+2"

UE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在目前的血细胞分析系统中#

;

O

GMI?

公司的
\:6!%##

型

血液分析仪在进行网织红细胞分析时也有
(̂ N

这一参数#其

名称为,

8I=6̂ I

-'该参数是目前较为广泛地用于缺铁性贫血

诊断和治疗检测的新的指标'

B2C

!

(̂ (C

和
(̂ (CN

!

(̂ (C

是仪器高角度散射光直接

测定的
Ŝ

浓度均值#他与通过
Ŝ

和
(̂'

测定后计算获得

的
C(̂ (

有相似的含义#但不受
Ŝ

和
(̂'

测定误差和计算

因素的影响'从测定结果看
(̂ (CN

略低于
(̂ (C

#其均值

分别为
$!72$

E

"

-

和
$$"2!

E

"

-

#分布范围分别是
$##2+

#

$"%2)

E

"

-

和
$%)2!

#

$"$2!

E

"

-

'两组数据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2#"

%'

(̂ (C

表达为
Ŝ

在成熟红细胞中的

浓度#而
(̂ (CN

表达为
Ŝ

在网织红细胞内的浓度#虽然在

单个网织红细胞内有较高的
Ŝ

含量#但因为网织红细胞的体

积大于成熟红细胞#因此在体积相对较大的网织红细胞内的

Ŝ

浓度仍然低于成熟红细胞'因此
(̂ N

高于
(̂

的主要是

由于其体积大和所含血红蛋白较多'

B2D

!

8]W

和
8]WN

!

这两项参数分别反映了成熟红细胞和

网织红细胞体积分布的均一性#其平均值分别为
%$2)i

和

+2$i

#分布范围分别为
%!2"i

#

%*2+i

和
)2"i

#

%%2%i

'

判断一组细胞大小或所含物质均一性的参数即为这组数据的

变异系数$

1Si

%#其数值小表明其变异较小#一致性较高#如

果变异较大则代表该组数据的一致性较差'由此数据可以了

解到虽然网织红细胞体积明显大于成熟红细胞#但其体积大小

的均一性好于成熟红细胞'

B2I

!

]̂W

和
]̂WN

!

这两项参数是
&PH@>!%!#

仪器特有的

参数#分别反映成熟红细胞和网织红细胞内所含
Ŝ

的均一

性'其测定结果平均值分别为
!*2"i

和
!)23i

#分布范围分

别为
%+2+i

#

!+2%i

和
!!2!i

#

$$2*i

#两组数据间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本研究显示#成熟红细胞内所含

Ŝ

的均一性比较好'而网织红细胞可能因成熟程度不同#在

外周血涂片上可以见到
*

型或
+

型的网织红细胞#仪器测定则

可以见到含高(中(低不同水平
Ŝ

的网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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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是
('\

型酶的高发区有关)

"67

*

#而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2##i

可能与
&

6

内酰胺酶
':C6!

的存在有关)

)

*

'与文献

)

3

*相比除哌拉西林高于综合医院外#其余
"

种药物耐药率与

报道一致'本研究中#产
:;,-G

大肠埃希菌对庆大霉素的耐

药率为
7#2##i

#对复方磺胺甲唑的耐药率高达
)32%#i

#对

喹诺酮类药物为
7)2!#i

'原因分析!$

%

%

:;,-G

是由质粒介

导的能赋予细菌对
&

6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的一类酶#可在菌

株间广泛转移和传播#并有较广的水解底物谱#而且产
:;,-G

菌往往同时携带其他抗菌药物如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磺

胺类的耐药基因)

+6%#

*

#而造成多重耐药'氨基糖苷类(喹诺酮

类(磺胺类呈交叉耐药#这提示临床在抗感染治疗时要区别对

待#防止耐药率和多重耐药的进一步上升'$

!

%对喹诺酮类耐

药率高的原因还与尿路感染经常使用该药有关#氟喹诺酮类是

近年来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抗菌药物#由于诱导耐药长期使用导

致耐药率高'产
:;,-G

大肠埃希菌对含酶抑制剂哌拉西林"

他唑吧坦和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
%)2%#i

和

!#2##i

#均明显高于其他综合医院)

!

#

%%

*

#纵向比较也明显高于

本院
!##"

#

!#%#

年的耐药率)

%!

*

#由此可见耐药率上升非常

快'该院产
:;,-G

的大肠埃希菌对氨曲南$

772)#i

%的耐药

率也远高于其他综合医院$

%"2*+i

%

)

%%

*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磷霉素的耐药率明显高于该院尿路感染大肠埃希菌的耐药

率)

%!

*

'

近年来#由于
&

6

内酰胺酶抑制剂或钝化剂的应用#使部分

&

6

内酰胺酶对抑制剂和钝化剂也产生了相应的耐药性#因此
&

6

内酰胺酶抑制剂耐受型$

58'

%酶对
&

6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与酶

抑制剂的联合用药也表现出耐药性)

3

*

'从分析中可看出#耐药

率较低的抗菌药物仅有磷霉素$

%#2%#i

%#阿米卡星$

*2$#i

%

和亚胺培南$

#2##i

%'但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为防止耐药

性的产生应慎用'阿米卡星为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有一定的

耳毒性和肾毒性#临床很少使用'磷霉素可用于经验治疗#但

最好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药物进行目标性治疗'

总之#本院产
:;,-G

大肠埃希菌对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

率呈上升趋势#耐药情况已相当严重'控制院内交叉感染及规

范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势在必行'临床应限制超广谱抗菌

药物的经验性使用#要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微生物检验

结果来合理选择不同类别的抗菌药物#同时应注意改善卫生条

件#定期监测细菌的耐药情况#有效地控制产
:;,-G

菌株的感

染和流行#从而延长抗菌药物的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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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说明外周血中网织红细胞成熟度是不同的#所含
Ŝ

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导致其所含
Ŝ

分布的均一性比成熟红

细胞变异更大'

根据仪器性能的不同#网织红细胞的测定和计算参数有多

种#目前本研究所采用的
&PH@>!%!#

血细胞分析仪是最多的'

本研究所涉及的网织红细胞体积(

8]WN

(

(̂ N

(

(̂ (CN

(

]̂6

WN

等许多参数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文献报道#而这些参数也是

&PH@>!%!#

仪器所特有的参数'这些参数在对各种贫血患者

的筛查(诊断(鉴别诊断#特别是在治疗监控和预后观察等方面

有临床应用价值#期望能够进行更多的临床应用研究#发现和

发挥这些独特参数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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