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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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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在脑脊液常规细胞计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无菌条件下收集本院住院

患者
&*1

例脑脊液常规标本!同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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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和改良牛鲍计数板进行白细胞和红细胞计数!并对这两种方

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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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和改良牛鲍计数板两种方法结果比较(脑脊液红细胞计数

"

9])(6#'

!

;])($#6

$和白细胞计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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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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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用于脑

脊液细胞计数!具有快速'准确'重复性好等优势%

关键词"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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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

!

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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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常规#是临床实验室十分常见的检测项目#对于诊

断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脑脊液细胞计数的

.金标准/#至今仍然是在显微镜下#用改良牛鲍计数板进行细

胞计数'

&

(

*但该法存在操作繁琐)计数误差大)重复性差)人为

影响因素较大等诸多弊端'

'

(

#影响对患者的病情分析*本文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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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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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

良牛鲍计数板两种方法对
&*1

例脑脊液标本的白细胞数和红

细胞数进行检测并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1

例脑脊液患者均来自于本院
')&#

年
&

"

*

月的各科住院患者#男
&1*

例#女
'6

例#患者年龄
6

"

.*

岁#

其中神经内科
$#

例#神经外科
1&

例#儿科
'6

例#肿瘤科
&#

例#感染科
''

例#呼吸科
&&

例#消化
6

例#其他科室
#

例*

@(A

!

仪器和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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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套的原装试剂与室内质控

品&改良牛鲍计数板&日本
SLf0WXK,g!&

双目光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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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

所有标本由临床医师无菌方法采集于干净)

干燥的脑脊液专用试管中#立即送检#检验医师在
&+

内完成

检测*每份标本同时进行以下两种方法检测!$

&

%显微镜计数

法#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1

版'

1

(规定操作#将

脑脊液充分混匀后滴入改良牛鲍计数板充池计数#由经验丰富

的检验师用双盲法分别进行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各
'

次取

平均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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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前执行保养程序#仪器状态良

好后进行室内质控#质控品各项结果在控后方可进行标本检

测#将脑脊液标本充分混匀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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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动进样模式

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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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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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软件#用两配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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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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