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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对
&1$$'

例健康儿童末梢血白细胞及五分类参数参考范围调查分析!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方法
!

按照健

康儿童筛选标准及血液疾病'感染性疾病'服药史等排除标准!选择来自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保健科进行体检和相关检查均

正常的健康者!年龄
&

个月至
6

岁的儿童
&1$$'

例!采用日本
K

H

4G:̀ gK!.))3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白细胞分

析参数检测%结果
!

白细胞及五分类参数均不符合正态分布#经
0=55!Q+3;5:

H

检验!不同性别儿童间比较!

QU,

'

U"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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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X

'

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
Lf0

'

'

0SJS

'

'

TSK

'

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L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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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显

著高于男性!

0SJS

'

和
TSK

'

男性显著高于女性#经
-?D4b=@!Q=@@34

检验!不同年龄组进行比较!白细胞及五分类参数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QU,

'

Lf0

'

'

0SJS

'

'

TSK

'

参数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

JTX

'

随年龄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而

U"KS

'

在
$

岁前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

岁后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结论
!

应该在充分考虑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
&

个月至
6

岁儿童独立的白细胞类参数的参考值范围%

关键词"健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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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QU,

%指的是一类由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分化而

来的一种抵抗感染排斥异物的免疫细胞*根据形态和功能又

可以将白细胞分成五类#分别为淋巴细胞$

Lf0

'

%)中性粒细

胞$

JTX

'

%)单核细胞$

0SJS

'

%)嗜酸粒细胞$

TSK

'

%和嗜

碱性粒细胞$

U"KS

'

%

'

&

(

*各类白细胞检测数据是血液检测

中的最为重要的项目之一*其值是临床医生对身体状况)疾病

判断及诊治的重要依据*现在儿童末梢血白细胞类检测项目

正常参考值范围直接套用健康成人的参考值范围'

'

(

*白细胞

类项目检测值往往受到多种生理因素的影响*儿童处于生长

发育最为快速阶段#这个时期往往也会引起血液检测中的各个

指标的剧烈变化'

1

(

*研究儿童阶段白细胞类参数特点具有重

要意义*虽然国内关于儿童血常规参数报道的文献较多#其中

仅仅包含白细胞总数等少量指标'

$!6

(

*本文调查了年龄阶段处

于
&

个月至
6

岁之间的
&1$$'

例健康儿童血液样本末梢血检

测结果#对
QU,

)

Lf0

'

)

JTX

'

)单核细胞的数目
0SJS

'

)

TSK

'

)

U"KS

'

*

个白细胞类检测项目进行统计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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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调查人群来自
')&'

年
"

')&$

年来本院保健

科进行体检保健的健康儿童#共
&1$$'

例*年龄范围出生
&

个月至
6

岁*经体检证明生长发育正常#无慢性病史#无营养

不良#无贫血史*

@(A

!

仪器与试剂
!

K

H

4G:̀ gK!.))3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原装

配套试剂*

@(B

!

测量方法
!

所用的仪器每半年由工程师进行校准#要求

结果均在范围内#每年均参加卫生部和广东省的室间质评#要

求结果在范围内*每月进行
&

次新鲜全血的比对试验#每天均

进行
'

次室内质控的测定#早上
.

点开机及下午
$

点均用
1

个

浓度水平
:!,OT,-

质控品对仪器进行质控#在控后再进行操

作*由熟练的工作人员采集末梢循环良好的左手无名指内侧

血液
&))

#

L

#采血前用碘伏消毒#待干#并弃去第一滴血#然后

加入含
TN7"!-

'

的抗凝管中#将抗凝剂和血液充分混匀后室

温放置#严格按照仪器的操作规程进行测定#样品均在
'+

内

完成测定*

@(C

!

检查的参数
!

QU,

)

Lf0

'

)

JTX

'

)

0SJS

'

)

TSK

'

和
U"KS

'

*

@(G

!

统计学处理
!

首先采用
7Db:

H

j4O35

<

:4

判断数据离群

值#并将其删除*然后利用直方图)

hh

图)

WW

图及
-8@G8

<

8?!

89!KG3?589

检测方法等判断各个参数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对呈正态分布的参数#按照方差分析或者
9

检验进行分析#并

计算其正常参考值范围#对不是正态分布的参数#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不同的非参模型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处理采用

KWKK''()

统计软件进行计算*

A

!

结
!!

果

A(@

!

各个参数分布
!

首先判断白细胞类参数分布进行判断#

是正确选择统计方法的基础*只有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整的情

况下#才可以使用
=

检验或
H

检验的统计方法*通过直方图)

WW

图及
hh

图直观判断#所有白细胞类参数均偏离正态分布*

对所有参数进行
-8@G8

<

8?89!KG3?589

检测#其
;

$

)())&

#计

算其偏度系数
Kb:>5:44

值及峰度系数
-D?;8434

#均不满足正

态分布要求#其结果与中外文献报道相符'

1

#

6!.

(

*根据其形状

及偏度系数值判断#所有的参数分布均为正偏态分布*对所有

数据进行对数)开方等变换后#数据也无法满足正态分布及方

差齐整#所以在后面的分析中#如果是两组数据进行比较#采用

了
0=55!Q+3;5:

H

非参检验方法#而多组数据比较采用了

-?D4b=@!Q=@@34

非参检验方法*

A(A

!

不同性别组比较结果
!

性别对整体数据影响#采用非参

统计
0=55!Q+3;5:

H

进行两水平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QU,

)

U"KS

'

及
JTX

'

参数的
;

值大于
)()#

#所以不同性别

组间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TSK

'

)

Lf0

'

及

0SJS

'

参数的
;

值均小于
)())&

#说明不同性别组之间存在

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TSK

'

值参数与
0SJS

'

值参数中#男

性组显著大于女性组*而
Lf0

'

参数中#女性组显著大于男

性组*

A(B

!

不同年龄组比较结果
!

年龄对
#

个参数数据的比对#采

用非参统计
-?D4b=@!Q=@@34

进行多水平统计分析#所有比较项

目的
;

均小于
)())&

#年龄对白细胞类的
*

个检测参数的影响

非常显著*为了进一步研究年龄对各个指标的具体影响#给出

合理的区段划分及合理的参考指标范围#首先用
&

岁组与
'

岁

组进行两水平的非参数的
0=55!Q+3;5:

H

的检测#如果两组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则将两组合为一组后#再与
1

岁组进行两水

平检验#但是如果两组差异显著#则再选择
'

岁组与
1

岁组进

行两水平检验#以此类推直至所有年龄组全部比较完*然后根

据结果对年龄组进行划分合并后#再进行多样本的
-?D4b=@!

Q=@@34

检测方法中的逐步降低$

4;:

A

>34:4;:

A

!C8>5

%的方法进

行分析*由于性别对
QU,

)

U"KS

'

和
JTX

'

1

个参数无显

著性影响#因此在年龄阶段的划分上#不再考虑性别对结果的

影响*而性别对
TSK

'

)

Lf0

'

)

0SJS

'

1

个参数具有非常

显著的影响#因此#针对这
1

个参数#笔者相同性别下的年龄比

较统计分析*其分组及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根据性别和年龄分组后的参考区间$

Z&)

%

(

L

%

项目 年龄
样品数

$

'

%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参考范围

低值 高值

QU, &

岁组
$'6# %(&# %()) 1()) &#()) #($) &1(.)

'

岁组
116* .(.. .(.) 1()) &#()) #(1) &1(&)

1

"

*

岁组
$%'$ .(&) 6(%) 1()) &$()) #()) &'(')

6

岁组
#6& 6(.* 6(*) $()) &1()) $(%1 &&(#6

U"KS

'

&

岁组
$'*# )()' )()' )()) )()* )()) )()#

'

岁组
1)6' )()&$ )()& )()) )()1 )()) )()1

1

"

#

岁组
1%$& )()& )()& )()) )()# )()) )()1

*

岁组
*$$ )()& )()& )()) )()1 )()) )()1

6

岁组
#6. )()' )()& )()) )()* )()) )()*

TSK

'

&

岁组$男%

''*1 )(16 )(11 )()) )(%# )()6 )(.*

'

岁组$男%

&... )('6 )('# )()) )(*% )()# )(*&

1

"

$

岁组$男%

&.'% )('1 )(') )()) )(*) )()# )(#&

#

)

*

岁组$男%

%&& )('1 )(&% )())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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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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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性别和年龄分组后的参考区间$

Z&)

%

(

L

%

项目 年龄
样品数

$

'

%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参考范围

低值 高值

6

岁组$男%

1$% )('. )('' )()) )(.' )()1 )(6*

&

岁组$女%

&.6) )(11 )('% )()) )(.6 )()6 )(66

'

岁组$女%

&1*1 )('1 )('& )()) )(#* )()# )(#&

1

"

6

组$女%

''&% )(&% )(&6 )()) )(#$ )()1 )($#

Lf0

'

&

岁组$男%

'1$6 *()1 #(%) &(66 &)(1$ 1('* %($*

'

岁组$男%

&%$' #(11 #('# &($) %('* '(%1 .(1#

1

岁组$男%

&)'6 $(## $($' '(.' 6(#) '(%) 6())

$

岁组$男%

6&. $(&# $()' '(*$ *(6% '(66 *(1'

#

)

*

岁组$男%

%#) 1(#' 1($. &($* #(.% &(%* #($'

6

岁组$男%

1$. 1(1) 1('. &(1% #('6 &(*. $(..

&

岁组$女%

&%&# *()# #(%' '('$ &)('$ 1(1* %('.

'

岁组$女%

&$'. #($1 #(1' &($& %($% '(.6 .(1$

1

岁组$女%

.'# $(#% $($% '(%$ 6(1% 1()6 *(*%

$

岁组$女%

*)6 $(&$ $()6 &($1 6()% '('6 *($$

#

岁组$女%

1'. 1(6* 1(*& &(1# *(11 &(%. #(%$

*

)

6

岁组$女%

$%' 1($$ 1($) &(1* #(.$ &(%$ #('6

0SJS

'

&

岁组$男%

''%1 )(#' )(#) )(&$ &()) )('# )(%'

'

岁组$男%

&... )($% )($6 )()% )(%' )('$ )(.#

1

"

6

岁组$男%

1).) )($1 )($& )()1 )(.$ )('1 )(6$

&

岁组$女%

&.%. )($% )($* )(&& )(%' )('$ )(.$

'

岁组$女%

&1%. )($6 )($# )()# )(%) )('$ )(.'

1

"

*

岁组$女%

')#1 )($& )($) )(&& )(6% )('& )(6&

6

岁组$女%

')$ )(1* )(1* )(&# )(#* )(&% )(##

JTX

'

&

岁组
$&*1 '()# &(%' )(') $(1) )(.& 1(%)

'

岁组
1'%6 '(#6 '($' )('6 #('$ &(&' $(6#

1

岁组
&%$) '(.1 '(*1 )($* #(.% &(16 #(&%

$

岁组
&116 1('1 1()6 )($1 6()) &(11 #(.'

#

岁组
.'& 1($% 1(1$ &()$ *(%& &(#' *(1&

*

)

6

岁组
&'.# 1(6% 1(#* )(6% &)('6 &(6. *(%6

B

!

讨
!!

论

儿童处于一个快速生长发育过程#且其生长环境也往往伴

随其不同成长的阶段而剧烈变化*这个阶段中#其血液中的多

种指标均会受到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1

#

%!&)

(

*其抵御疾病

的免疫系统也是在逐渐成熟的变化过程#所以这个阶段#其血

液中的白细胞类指标也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剧烈变化*准确掌

握白细胞种类随年龄的增加而变化的规律#对于了解儿童发育

临床疾病诊断等具有重要意义*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获得准确的大样本

数据*本研究收集了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保健科进行

保健及健康体检的
&

个月至
6

岁儿童的末梢血样本#并根据体

检结果剔除了具有生长发育迟缓)慢性病史)营养不良)贫血等

非健康样本#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并以年为一阶段收集

样本进行分析*

已经发表了的关于儿童末梢血参数调查研究的文献#大部

分研究仅仅关注
QU,

等少量指标'

$!6

(

*而
QU,

不能反映白

细胞五分类各个参数的实际情况*本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儿

童#虽然
QU,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前期报道结果一

致'

*!6

#

&&

(

*但是
TSK

'

)

0SJS

'

及
Lf0

'

1

个参数差异却

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QU,

值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而五分类中的
JTX

'

则随岁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因

此有必要对白细胞及五分类的所有参数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了在
&

个月至
6

岁儿童阶段#性别对

QU,

)

U"KS

'

及
JTX

'

整体上影响不大#但是对
TSK

'

)

0SJS

'

和
Lf0

'

的差异却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其中

TSK

'

和
0SJS

'

这
'

个参数的男性儿童参考值范围要高于

女性儿童#

Lf0

'

参数的女性儿童参考值范围要高于男性儿

童*而在这个成长阶段内#年龄对所有的白细胞及五分类参数

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QU,

)

U"KS

'

)

0SJS

'

)

Lf0

'

值均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

JTX

'

则随岁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

加*前期研究末梢血参数的报道文献#并没有考虑或者是忽略

了年龄对末梢血参数的影响#将覆盖的所有年龄阶段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研究#提出参考范围'

$

#

*

#

6

(

*本研究结果建议在临床

诊断上#应该充分考虑到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避免作出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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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

虽然处于
&

个月至
6

岁之间的儿童#性别的特征并不明

显#但是性别仍然显著影响一些白细胞参数*甚至有些白细胞

参数如
TSK

'

在男)女组中#随年龄增长变化的趋势并不相

同*很多文献也报道了儿童阶段性别对一些指标具有显著性

的影响'

*

#

&)

#

&'

(

*对于儿童阶段不同性别造成的检测参数的不

同原因及结果#需要更多的研究与关注*

在各个生理生化指标剧烈变化的儿童生长阶段#需要收集

更为详细的资料#如准确到月的年龄资料)身高)体质量)生长

环境)患病史)生长环境)检测方法等#进行更为深入详细的研

究#从而科学划分分组#制定合理的正常参考区间#将具有重要

的医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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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采用累计
+S

#而是在不超过本实验室制定的室内质控

目标的情况下#采用最适宜的
+S

值#主要根据实际情况包含
*

个月的累计
+S

值和最大
+S

值*从而根据相应公式计算出

标准差作为设定标准差*原因为某些项目加权平均
+S

值相

比室内质控目标过小#计算出的标准差也相对较小#造成控制

限较窄#质控检测时警告和失控的次数变多#给实际工作带来

了不必要的麻烦*但如果采用累计最大
+S

#既满足了室内质

控目标要求#又可以简化计算#减少假失控次数和分析时间*

对于白细胞分类#

U:EbG=5,8D@;:?

的嗜碱性粒细胞由于

质控品水平含量低的原因#

+S

值大#评价价值不大#根据每个

月的实际情况采用
KN

值作为质控目标#并且在新批号质控品

设定的时候也采用直接设定
KN

的方法*

根据对累计
+S

值的统计#发现
+S

值与项目水平值高低

相关#同一项目不同水平质控品累计
+S

值有差异*而不同仪

器品牌#以及相同仪器品牌不同仪器之间某些项目累计
+S

值

也存在差异*仪器之间因其放置环境)温湿度)维护保养状态)

工作量)损耗程度的不同#所以即便是同一批质控品#每台仪器

的不精密度也会呈现差异*因此针对这种差异#实际工作中应

该根据不同水平和不同仪器设定不同的
+S

值以及相应的质

量目标*

本实验室除了按照相关
PKS&#&.%

要求建立自己的室内

质控管理体系外#还通过参加
K

H

4G:̀

在线质控和采用浮动均

值法等作为补充'

.!%

(

*总之#在
PKS&#&.%

血细胞分析仪室内

质控工作中#既要熟读相关规定#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适合

本实验室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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