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
HL

'

3*3!

的平均周转时间为$

!&!$Fc#F$'

&

61=

#占总

3*3

的
"C$!Y

#

3*3"

的平均周转时间为$

!''$&cFC$'

&

61=

占总
3*3

的
CH$"Y

#

3*3#

的平均周转时间为$

!"!c#!$"

&

61=

#占总
3*3

的
"B$HY

'实验室内的标本周转时间
3*3"f

3*3#

占总
3*3

的
HF$'Y

'

C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段
3*3

中时间跨度最大的是
3*3"

和
3*3#

#即实验室内的标本周转时间'虽然
3*3!

占总

3*3

的
"C$!Y

#在总
3*3

时间段占百分比较少#但仍具有缩

短空间#由于部分科室护理人员与患者比例不协调等原因#经

常导致夜班护士需要在早晨
F

点多开始为患者采血#直至
B

点

以后有些患者还未轮到采血#对此建议临床合理安排早高峰期

护理人员上班时间)

F

*

#确保足够的护士为患者?血以减少
3"

时间段'配送从病房接受标本并运送至检验科时间段也可通

过合理安排而得到缩短'本研究结果显示
3*3"

占总
3*3

的
CH$"Y

#

3*3#

占总
3*3

的
"B$HY

'提示延长报告时间的

影响因素主要有!标本运输时间长%标本量大时报告时间延长

$

3H

即
3*3#

占总
3*3

的
"B$HY

&%由工作经验提示标本采

集管及离心机质量差导致离心时间延长$

3F

占
3*3"

的

#!$!Y

&%部分医生医嘱申请与标本不符导致纠正时间延长%标

本复查及危急值反馈临床导致报告时间延长'本院实验室生

化检验的平均总
3*3

时间在
HL

以上#目前尚未达到医院要

求的
%L

以内#因此急需优化标本运输的工作流程#合理利用

标本高峰期的配送资源#提高标本采集管+离心机以及检测仪

器的质量#进一步完善信息系统#加强与临床的沟通以减少不

合格医嘱及不合格标本的出现以到达有效缩短报告时间的目

的)

%

*

'有报道称#肝素锂抗凝血浆)

H

*及
/)3*+̀

"

抗凝血浆可

选择性地替代血清进行部分生化检测)

B

*

#因此本院检验科也可

根据患者及医生的需要适当地选择肝素锂抗凝采血管?血以

缩短
3*3

时间'

为把本院检验科发展成为更具有标准化程度的实验室#我

们要不断地致力于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不断提高检验报告的准

确性与及时性#以辅助临床诊断治疗疾病'

参考文献

)

!

* 何庆云#陈玲玲#王晓磊
$

正确选择检验项目对诊断肾脏

疾病的重要意义)

V

*

$

中国保健营养$中旬刊&#

"&!"

$

!&

&!

#F%$

)

"

* 陈金有
$

确立检验科危急值及危急值报告制度对临床的

重要性)

V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B

&!

!&CH+!&CB$

)

#

* 毛丽娜#石青峰
$

检验结果回报时间延迟监测对检验质量

的影响)

V

*

$

护理研究#

"&!C

#

"B

$

!",

&!

CCC%+CCCH$

)

C

* 贾锐玲
$

超敏
4

反应蛋白与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

性分析)

V

*

$

当代医学#

"&!#

#

!'

$

"!

&!

F"+F#$

)

F

*

VJ>1>1(

#

ELJ>1>9L`

#

(-

I

;JL9M*

#

9;J>$UM9=;1P

S

1=

?

.JO:9:

-P>JK-<J;-<

S

;O<=J<-O=M;169M9>J

S

1=;L9969<

?

9=.

S

M9+

0

J<;69=;

)

V

*

$*<.LU<J=(9M

#

"&!"

#

!F

$

!"

&!

HF'+H%#$

)

%

* 刘华伟#李建红#张子彤
$

通过
AUE

系统提升检验危急值+

急诊结果回报临床质量)

V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

#

"&

$

%

&!

C%H+C%'$

)

H

* 黄学梅#喻篧#张海伟#等
$

血浆替代血清行常规生化检测

缩短正流转时间的可行性探讨)

V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

!"

$

%

&!

H"'+H#!$

)

B

* 布威海丽且姆(图鲁普
$

肝素锂+

/)3*+̀

"

抗凝剂对生

化检测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V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C

$

!H

&!

"#&H+"#&'$

$收稿日期!

"&!%+&!+&F

!

修回日期!

"&!%+&#+&%

&

!经验交流!

血小板假性减少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李文利!皮
!

蕾!张白杜!鲍丽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

F!&%"#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小板假性减少的原因及纠正措施&方法
!

对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的
#&

例血小板假性减少标本进行血
"

片复检'手工计数血小板&结果
!

!"

例
/)3*

依赖患者'

B

例存在大血小板的患者'

!&

例采血不顺患者仪器阻抗法血小板计数结

果与手工计数血小板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结论
!

/)3*

依赖引起血小板聚集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电阻抗

法计数大血小板有一定的误差也会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采用手工计数血小板复检假性血小板减少标本可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血小板减少#

!

血球分析仪#

!

影响因素

!"#

!

!&$#'%'

"

I

$1::=$!%H#+C!#&$"&!%$!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H#+C!#&

"

"&!%

$

!F+"!'C+&"

!!

随着全自动血球分析仪的普及#提高了血细胞分析的速

度#血细胞计数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密度也得到了提高'最为广

泛的抗凝剂是被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U4E@

&认定的乙二

胺四乙酸$

/)3*

&盐'然而#由于血小板易聚集+黏附+破坏等

特点及血球仪自身原理的限制#测定血小板常会出现假性减少

现象#即
/)3*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3*+2342

&#近

几年的报道也日趋增多)

!+#

*

'血小板检测是临床最为常用的检

测项目之一#

/)3*

依赖引起的假性血小板减少若不及时发现

和纠正对医生的诊断和患者治疗都带来重要影响'现对
#&

例

血小板假性减少结果及影响因素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C

年
!&

月至
"&!F

年
!&

月发现

的假性血小板减少患者
#&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E

S

:69Ng/+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

\>

S

6

0

O:

显微镜'

E

S

:69Ng/+F&&&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原装配套试剂和质控#草酸铵血小板稀释液#配方参照,全国临

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

)

C

*

#吉姆萨
+

瑞氏染液$

,J:-

公司&#

阳普公司
/)3*+̀

"

真空采血管'

A$C

!

方法
!

对假性血小板减少患者采静脉血标本
"6A

#用

/)3*+̀

"

真空抗凝管采集'上机前#首先观察标本性状#检查

(

C'!"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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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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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有无凝固+抗凝剂比例是否合适#以排除不合格标本造成

的影响#然后上机检测#对血小板低于
!&&]!&

'

"

A

且直方图异

常或仪器报警提示有血小板聚集的标本#推片染色镜检#显微

镜下观察血小板分布情况+有无大量血小板聚集+有无大血小

板等#并采患者末梢血进行人工血小板计数#操作规程按草酸

铵稀释液法进行'将仪器法和人工计数法两种方法测定的血

小板计数结果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2EE!H$&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J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F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仪器检测结果+人工计数结果比较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

出#仪器阻抗法假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计数结果与人工计数血

小板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

表
!

!!

仪器法和人工法检测结果比较$

Jc@

'

]!&

'

#

A

%

项目
/)3*

凝集

$

( !̂"

&

大血小板

$

( B̂

&

采血不顺

$

( !̂&

&

电阻抗法
FFc"# H!c"H CCc#!

手工法
""CcF% !!%c#% "F!cF'

F

$

&$&F

$

&$&F

$

&$&F

C

!

讨
!!

论

!!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减少大致分两种情况!$

!

&是血

小板真性减少#即患者由于自身疾病导致的血小板减少#如特

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U32

&+白血病+肝肾疾病+药物反应

等'$

"

&是患者血小板正常而结果显示减少的假性减少#如血

小板聚集$

/)3*

抗凝剂依赖&+大血小板的存在+采血不顺等#

这种情况仪器会发出报警#如!血小板聚集#或直方图+散点图

显示异常#这时就需要人工辨别减少的真伪'

C$A

!

/)3*

抗凝剂的影响
!

早在
!'%'

年
D-R>J=M

等首次报

道了
/)3*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

/)3*+2342

&#引起了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但造成血小板聚集的具体机制仍不是很清楚'

目前一般认为是血小板抗体与血小板表面抗原反应所致)

F+H

*

#

可能是
/)3*

的存在修饰了血小板膜表面某种隐蔽的抗原结

构#与血浆中的自身抗体结构结合#激活卵磷脂酶
*

+磷脂酶
4

等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又能活化血小板纤维蛋白受体#促

使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原聚集而出现凝聚'另外#

/)3*

能够增

加血小板表面电荷防止血小板凝聚#而血小板抗体可能减少了

血小板表面电荷而削弱了
/)3*

的功效#血小板抗体是因何

所致尚不清楚'

/)3*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在患者和健康体检

者中都有发生#其中
"

例是一对母子#母亲产检期间发现是

/)3*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产后新生儿同样是
/)3*

依赖性

血小板减少#这与文献报道的可能有遗传性相符'

C$B

!

大血小板的影响
!

全血细胞分析仪电阻抗法计数血小板

的阈值通常在
"

"

"CPA

#是根据颗粒体积大小通过检测小孔产

生的脉冲来区别和计数#通常血小板体积在
"

"

"&PA

#而许多

病理情况下血小板的体积大小有很大差异#甚至达到
#&PA

以

上#如肿瘤+急性心肌梗死+妊娠等大血小板会增多#仪器会错

计为小红细胞)

F

*而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

E

S

:69Ng/+F&&&

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用阻抗法测定血小板异常时#可转至网织红

细胞"血细胞计数通道用核酸荧光染色法进行测定)

B

*

'由于血

小板含有
57*

#能被荧光染色#成熟的红细胞没有
57*

不被

染色#因此#根据荧光强度可以把血小板和小红细胞及其他杂

质分开#这样既可以消除小红细胞及碎片的影响#又可以避免

遗漏大血小板而造成的假性结果'但核酸荧光染色法目前还

没有完全普及#对于没有核酸荧光染色法的仪器#简单的方法

还是人工计数和推片镜检'

C$C

!

其他影响
!

静脉穿刺不顺或未及时混匀会使血液产生凝

块#若凝块细小肉眼不易发现就会造成血小板假性减少)

'

*

'常

见于新生儿+儿童+肥胖者+长期输液的重症患者等'对于此类

标本#可与临床沟通重新抽血或采末梢血均可'另外#标本放

置时间过长+血小板冷凝集+低温均可导致血小板假性减

少)

!&

*

'

综上所述#在日常工作中遇到血小板减少的标本#一定要

提高警惕#结合临床诊断+标本状况+仪器警号提示等综合分

析'对于血小板假性减少的患者及时进行人工复检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以免误诊+误治造成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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