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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验室有大量不同的检测系统广泛应用于临床*实

验室内不同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应该怎样

寻找检测结果溯源和通过国际标准
PKS

"

PT,&6)'#

$检测和校

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或
PKS

"

&#&.%

医学实验室111质

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实验室认可是检验界的重要课题'

&&!&1

(

*

比对试验是实现准确度溯源和患者标本检验结果可比性的重

要途径*本研究参考
,LKP

的
TW%!"'

文件要求#以朗道质控

品$中值和高值%在不同检测系统上测定#两种生化分析系统血

糖$

/LX

%项目的批内
+S

为
/LX&(''M

"

'(%1M

#日间
+S

为
/LX&('%M

"

1('$M

#均低于本实验室规定的精密度要

求#说明不同检测系统的批内及日间精密度均符合要求#比对

方法均处于质量控制下#比对试验数据可靠#以本院检验科的

U:EbG=5 Ng,.))

型 生 化 分 析 仪 为 比 较 方 法#

U:EbG=5

"X'6))

为实验方法#对
/LX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和偏

倚评估*比对结果临床可接受#认为实验方法的准确度可溯

源#两种检测系统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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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在脑脊液细胞计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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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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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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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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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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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脑脊液#

!

细胞计数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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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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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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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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3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以下简称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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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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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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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X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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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3

的手动进样模式

进行测试*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WKK&*()

统计学软件#用两配对样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6

卷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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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3@')&*

!

[8@(16

!

J8(6



本的
Q3@E8̀85

秩和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

$

)()#

为有统

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1

例脑脊液样本#分别用显微镜计数法和
XI!&)))3

进

行检测*两种检测方法结果比较!

VU,

无统计学意义$

9]

)(6#'

#

;])($#6

%#

QU,

无统计学意义$

9]&(*&*

#

;])(&&#

%#

结果见表
&

*

A(A

!

批内精密度试验
!

依据脑脊液参考值!

QU,

$

)

"

.

%

Z

&)

*

"

L

#正常脑脊液不含
VU,

&仪器的线性范围$

QU,

#

VU,

均

为!

)

"

#)))

个"
#

L

%#随机选取不同浓度的
VU,

或
QU,

重复

做
&)

次#计算
+S

值#

XI&)))3

仪器法
+S

)

'()M

&手工法的

+S

!

&1($M

"

1)(#M

#结果见表
'

*

表
&

!!

&*1

例脑脊液标本细胞计数两种检测方法结果

项目 方法
0 G35 G=̀

;

'#

;

#)

;

6#

9 ;

VU,

$

Z&)

*

"

L

% 手工法
'&%*(%# )()) '16*) ')()) .)()) $1#()) ^ ^

XI!&)))3 '#&)($* )(') 1&$*&(*) &&(&) #)(.) 1)*()) )(6#' )($#6

QU,

$

Z&)

*

"

L

% 手工法
')1(1$ )()) 1)*)()) '(1) &#()) %)()) ^ ^

XI!&)))3 &6)(*% )(#) '611(.) #(') '#(.) &)%(') &(*&* )(&&#

表
'

!!

脑脊液细胞计数仪器法和手工法重复性试验结果

项目
XI&)))3

仪器法

:

$

Z&)

*

"

L

%

8 +S

$

M

%

手工法

:

$

Z&)

*

"

L

%

8 +S

$

M

%

低浓度
VU, &.(* )(16 '() 11(' *($) &%(1

中浓度
VU, ').)(1 1&(') &(# 6$'(# %%($) &1($

高浓度
VU, '#&&)(* $#'(%) &(. ')1&*(' *&%*($) 1)(#

低浓度
QU, &'(# )(&1 &() #*(1 &)(6# &%(&

中浓度
QU, 6$1(& %(** &(1 %61(# &%6(*) ')(1

高浓度
QU, &)1*'(' &%*(.) &(% &#)1'(%) 1.$.($ '#(*

B

!

讨
!!

论

B(@

!

手工法检测脑脊液细胞可靠性评价
!

脑脊液常规的白细

胞计数与红细胞计数对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监测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

(

*但是目前多数医院的检验

科脑脊液常规细胞计数#依然用的是,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
1

版推荐的改良牛鲍计数板在光学显微镜下计数$以下简称

手工法%#并视其为.金标准/*手工法虽然已在临床上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但是该法存在着前述的诸多缺点*因此#探索一

种简便)快速#准确客观的脑脊液常规细胞计数方法#为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提供科学的依据'

#

(

#已成为很多仪器公司研

发的方向*

B(A

!

XI!&)))3

仪器法检测脑脊液细胞可靠性评价
!

XI!

&)))3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利用流式细胞术和电阻抗原理用红

色半导体激光束照射经过核酸荧光染色后#在鞘流贯流分析池

中形成的鞘流样本#并通过对从各粒子产生的前向散射光)侧

向散射光以及侧向荧光信号转换成的光电信号进行分析#从而

对各个粒子进行识别'

*

(

*识别尿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上皮

细胞和管型等颗粒*脑脊液标本中的有形成分比尿液中的有

形成分简单得多#细胞以外的干扰粒子少#而且颗粒总数一般

在仪器的检测范围内#这为
XI!&)))3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准

确计数脑脊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6

(

#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仪对红细胞和白细胞检测结果较准确'

.

(

*本研

究通过对
&*1

例脑脊液标本进行手工法和仪器法检测#从表
&

可以看出两种检测方法结果虽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手工法存在

人为影响因素多)重复性差)操作繁琐等诸多缺陷*,全国临床

检验操作规程-第
1

版规定!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大于
&)Z&)

*

"

L

必须进行染色分类#由于仪器法检测结果较为准确#对
QU,

计数结果是否进行染色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表
'

可以看

出#

XI!&)))3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的重复性显著优于手工法#

能对脑脊液中的红细胞数)白细胞数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为

临床诊断提供了可靠的实验依据*但仪器法检测成本较高)收

费较低)中小型医院尚未普及等#也影响其在基层医院的推广

和应用#手工法仍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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