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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复检规则的建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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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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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针对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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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血常规测定的复检规则并进行评估!以此提升测定结果的实效

性&方法
!

收集
#&"*

年该院门诊及病房共计
9&9

例患者标本!两名主管技师采用双盲法进行显微镜检查!以此结果的平均值为

判断标准!并根据国际血液学复检专家组制订的
*"

条规则!同时结合该院传染病医院的患者特色及仪器特点!制订该院的血常规

#&

条复检规则&结果
!

以显微镜检查结果为标准!检测的
9&9

份标本!符合规则
""9

份!复检率
"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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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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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其中真阳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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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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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率
#$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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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阴性率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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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灵敏度
'#$*"U

!特异度

+9$,U

&阳性结果预期值
%9$#"U

!阴性结果预期值
89$'%U

!总有效率
+,$",U

&结论
!

该检验室制订的复检规则合理有效!对于血

常规测定速度的提高!检验报告的质量!无漏诊真正血液患者!准确地为临床医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临床的应用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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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测是最基本的血液检验项目#通过观察血细胞数

量变化及形态分布#判断疾病类别#检测的主要内容有白细胞

$

].!

&#红细胞$

-.!

&#血红蛋白#血小板$

531

&的数量#

].!

分类#以及相关的一些参数)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各种不同原理*不同特点的血液分析仪普遍应用于检验科

工作中#虽然大大减少了检验工作者的劳动强度#但是仪器受

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患者信息)血液分析仪

在形态学检查方面仍只能作为一种过筛手段#当遇到可疑情况

时#尤其在病理条件下#应人工进行显微镜复查#这已是不争的

事实'

"

(

)根据国际血液学复检专家组制订的
*"

条复检规则结

合本院特色#制订了符合本院血液分析仪的
#&

条复检规则#并

根据复检规则中仪器的结果与显微镜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估

所制订复检规则的可行性#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随机收集
#&"*

年
"&

月门诊及病房共计
9&9

份血常规标本#用于建立复检规则)

?$@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采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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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及

配套试剂#质控物批号
*##"&+"&

)显微镜为日本奥林巴斯显

微镜)瑞士染液为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
.6P\

染液试剂)

?$A

!

方法

?$A$?

!

血液分析仪检测
!

所有检测标本均按照本室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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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标准操作规程$

P\5

&文件中要求的操作

程序进行检测)半年进行仪器的校准#每日
%

个不同浓度水平

的质控#并将原始检测结果备份存档)

?$A$@

!

显微镜检查
!

同时对所有标本均制备厚薄适宜的血涂

片各两张#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瑞氏染色#冲洗#晾

干'

#

(

)由两位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有形态学检验经验的检验

技师进行显微镜镜检分析)显微镜复检涂片依据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

版的血液学检验!分为计数和性状复检#计数
].!

和
531

#如计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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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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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每高倍视野

平均
].!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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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每高倍视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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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每高倍视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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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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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

"+

&

T"&

8

"

3

相当于每高倍视野平均

].!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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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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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每油镜视野可见
+

!

",

个

531

#计数仪
531

计数为
"&&T"&

8

"

3

)性状是观察有无大量

531

凝块及巨大
531

#同时没有增多的细胞碎片等#

].!

分

类及有无幼稚可疑细胞)

?$A$A

!

血液分析仪检测和显微镜镜检阳性判断标准
!

以出现

至少
"

条血细胞复检规则#同时镜检后计数或性状阳性者视为

真阳性%若出现至少
"

条血细胞复检规则#但镜检后计数或性

状阴性者视为假阳性%若未出现复检规则中的任何一条#且镜

检阴性者视为真阴性%若未出现复检规则中的任何一条但镜检

阳性者视为假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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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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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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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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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规则的评估
!

根据国内外通用的评估复检规则指

标'

%=,

(

#评估复检规则筛选的真阳性率*假阳性率*真阴性率*假

阴性率$即漏诊率&和复检率)真阳性率
d

真阳性标本数"用于

规则建立的总标本数
T"&&U

%假阳性率
d

假阳性标本数"用于

规则建立的总标本数
T"&&U

%真阴性率
d

真阴性标本数"用于

规则建立的总标本数
T"&&U

%假阴性率
d

假阴性标本数"用于

规则建立的总标本数
T"&&U

%复检率
d

根据规则需要镜检的

标本数"总标本数
T"&&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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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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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以仪器报警信息与显微镜镜检计数与性状结果相符合为

阳性符合标本#以无报警信息及显微镜镜检阴性为阴性符合标

本)

9&9

例标本的检测结果中
""9

例符合规则#复检率

"8$"*U

)见表
"

)

表
"

!!

复检率统计表

指标 阳性符合 假阳性 假阴性 阴性符合

数量$

$

&

"&% '* "9 *"%

百分比$

U

&

"9$88 "#$#" #$9* 9+$",

以仪器报警信息与显微镜镜检计数与性状结果相符合为

阳性符合标本#以无报警信息及显微镜镜检阴性为阴性符合标

本)真阳性的报警类型分布结果见表
#

)假阳性的报警类型

分布结果见表
%

)

表
#

!!

真阳性的报警类型分布结果

仪器报警类型 份数$

$

& 比例$

U

&

异淋细胞
## %#$*

531

聚集
"# "'$9

巨大
531 + ""$+

531

减少
+ ""$+

幼稚粒细胞
+ ""$+

].!

减少
9 +$+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 ,$+

合计
9+ "&&$&

表
%

!!

假阳性的报警类型分布结果

仪器报警类型 份数$

$

& 比例$

U

&

].! ** %+$9

531 %9 %"$9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9 "*$&

血红蛋白
+ '$&

平均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

幼稚粒细胞
9 ,$%

合计
""* "&&$&

!!

本规则灵敏度
'#$*"U

#特异度
+9$,U

)阳性结果预期值

%9$#"U

#阴性结果预期值
89$'%U

#总有效率
+,$",U

)其中

假阴性率为
#$9*U

#符合专家组认为
,U

是保证患者检测结果

安全性最大可接受的假阴性率)无重大血液病的漏诊'

9

(

)

A

!

讨
!!

论

随着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广泛使用#带给医院检验科极大

的便利及工作效率#但是再先进的血细胞分析仪都是一种筛查

手段#都需要显微镜检查来补充和完善'

'

(

)

在本文评估中真阳性率
9$8%U

低于国外报道$

""$#U

&#

假阳性率
"#$#"U

低于国外报道$

"+$9U

&#可能与地区和人群

有差异)复检规则的真阳性报警
9+

例#其中以出现异淋细胞

%#$*U

#

].!

减 少
+$+U

#巨 大
531 ""$+U

#

531

聚 集

"'$9U

#

531

减少
""$+U

报警信息为主#不管是单个报警还是

联合报警#镜检在数量和形态方面都为相符结果#这可能与本

院为传染病医院有关)由于本院以收治传染病患者为主#且以

肝炎患者居多#同时伴有艾滋病*梅毒等各种感染性疾病患者)

].!

*红细胞*

531

参数减少#在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的发生率

约
%'U

!

''U

#在重型肝炎和暴发性肝衰竭患者中约为
,&U

)

再者治疗过程中使用的干扰素*抗肿瘤等药物对
].!

也有影

响#

].!

经常显著降低)报警中显示的异淋细胞是淋巴细胞

在病毒*毒素等抗原的刺激下发生增殖并向浆细胞或幼稚细胞

转化#从而导致多种多样的形态变化)异淋细胞的出现原因可

能是由于本院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麻疹*风疹*肝功能异

常患者很多)在出现报警中的
].!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幼稚

粒细胞的患者中#

].!

显著增高#未分类#血红蛋白*

531

显

著降低#镜检中筛查出血液病患者#镜下可见原始幼稚细胞)

本文中复检规则评估中的假阳性率占
"#$#U

#主要报警

多表现为
].!

分类异常#

].!

减少#

531

减少#

531

聚集的

报警信息)分类异常中异型淋巴细胞多见#可能是所用的抗凝

剂乙二胺四乙酸$

XZ16

&中的高钾对
].!

的刺激#使部分淋

巴细胞形态改变#类似异淋细胞'

+

(

)某些肝病患者红细胞膜具

有抵御溶血剂作用#导致红细胞破坏不完全#直接影响
].!

的计数与分类'

8

(

)在单个报警出现幼稚粒细胞时#尤其是妇科

患者#可能是妊娠时期胎儿体内存在的物质对母体造成的影

响#属于生理性范畴)

531

数量减少儿科比较多见#大部分为

抽血不畅#或操作不规范导致有肉眼见不到的凝块#影响检测

结果#出现假阳性)而
].!

假阳性的报警可能与有核红细

胞*难溶红细胞有关)假阳性的
531

聚集报警#与仪器检测原

理有关#虽然
P

(

)ICOhX=,&&&

在红细胞"
531

检测通道采用核

酸荧光染色结合流式法两种方法计数
531

#但不能分辨颗粒内

部结构和形态#如小红细胞*红细胞和
].!

碎片使结果假性增

高)大
531

增多#

531

凝集血凝块形成可假性减低'

"&

(

)假阴

性与标本性状有关#由于脂血和黄疸的影响#可使血红蛋白假性

增高)加强与临床的沟通尤为重要#减少漏检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文中的复检规则制订合理*有效)但是随着

样本量的不断增加#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报告出准确的结果#必须结合报警信息*散点图*直

方图及显微镜镜检综合判断#给临床医生提供更准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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