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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小板聚集影响因素!为降低血小板聚集所致血小板假性减低&实验室规避报告风险及减低误诊误治提

供依据%方法
!

对血小板小于
1%b!%

&

'

[

&小于
!"$b!%

&

'

[

合并直方图提示血小板凝集标本进行推片&瑞氏
>

吉姆萨染色后显微

镜下观察是否聚集!并采用统计软件
_-__!1#%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乙二胺四乙酸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

\,?*>-?.-

$共计

!17

例!占
%#777k

!其中门诊患者
!%!

例!占
%#"77k

!住院患者
22

例!占
%#!$&k

!体检者
!3

例!占
%#%7!k

#多重抗凝剂依赖性

血小板假性减少共计
'

例!占
%#%%3k

!假性血小板聚集共计
"$

例!占
%#%2%k

%结论
!

血小板聚集的发现依靠镜检!原因主要来

源于
\,?*>-?.-

!假性聚集主要来源于采样因素!需加强业务技能培训%

关键词"血小板聚集#

!

抗凝剂#

!

假性血小板减少#

!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乙二胺四乙酸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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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是临床常规检测项目#其对于临床疾病的诊

断*治疗及疗效观察起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在临床工作过程

中#血小板计数又成为最容易出现误差甚至是错误的环节#在

临床检验工作中#血小板假性减低常造成临床的判断失误甚至

误诊误治#给患者及家庭可能造成极大精神和经济负担)其中

血小板聚集造成的血小板假性减低最为隐匿#极易出现纰漏#

需重点防患)血小板聚集常见原因有乙二胺四乙酸$

\,?*

&

依赖性血小板聚集#假性血小板聚集#多重抗凝剂依赖性血小

板聚集等)

\,?*

依赖性血小板聚集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乙

二胺四乙酸二钾$

\,?*>O

"

&可以引起血小板聚集#从而导致

血小板检测结果的假性偏低#即
\,?*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

$

\,?*>-?.-

&

'

!>"

(

)在血小板聚集标本中#

\,?*>-?.-

发生

率最高#其发生原因极其复杂#据报道#肿瘤*自身免疫疾病*败

血症*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在低温环境下#均可能发生
\,?*>

-?.-

'

'

(

)

\,?*>-?.-

发生率极低#临床报道发生率大约为

%#%34

!

%#"%4

'

7>$

(

#但一旦发生极易造成误诊*误治#给临床

诊治带来很大的麻烦#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患者接受不必要的

-[?

输注)因此#及时发现并处理血小板聚集#为临床提供准

确的检测结果非常重要)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7

!

"%!$

年西京医院门诊*住院患者及体

检者
7!7%'1

例#收集其中的血小板聚集标本
"%&

份)

A#B

!

仪器与试剂
!

X\"!%%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

X)'%%%

五

分类血细胞分析仪*

_-!%

推片机均由日本
<

I

<LAB

公司生产#

仪器经定期校准#各项指标均正常#室内质控在控)日本
a>

/

I

L

C

Q<.X>"!

双目显微镜#牛
>

鲍氏血细胞计数板)溶血剂*稀

释液*清洗液均为日本
<

I

<LAB

公司生产的仪器配套进口试剂%

!4

草酸铵稀释液$自配&%

\,?*>O

"

真空抗凝采血管*枸橼酸

钠真空抗凝采血管*肝素真空抗凝采血管均由广州阳普公司生

产%瑞氏
>

吉姆萨染液由深圳贝索公司生产)

A#C

!

方法

A#C#A

!

镜检
!

临床检验工作中#对血小板小于
1%b!%

&

"

[

*

!"$b!%

&

"

[

合并直方图提示血小板凝集标本进行推片*瑞氏
>

吉

姆萨染色后显微镜下观察是否聚集#筛出聚集标本#更换抗凝剂

重新采样后上机检测#并涂片*染色*镜检#同时按照原卫生部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草酸铵法血小板镜检要求进行复

+

&7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检'

2

(

)

A#C#B

!

分组
!

将抗凝剂由
\,?*>O

"

更换为枸橼酸钠不聚集

者定义为
\,?*>-?.-

组$

*

组&#将
\,?*>O

"

*枸橼酸钠和

肝素抗凝血标本显微镜下均聚集者定义为多重抗凝剂依赖性

血小板假性减少组$实施无抗凝全血快速上机测定及光镜法计

数#

P

组&#将重新采样后血小板不聚集者定义为假性血小板聚

集组$

.

组&)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1#%

对
'

组数据进行配对
!

检

验分析#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共完成
7!7%'1

例患者及体检者血细胞分析标本#日均
!

!'7

例#血小板聚集
"%&

例#占
%#$%$k

#其中
\,?*>-?.-

共

计
!17

例$门诊患者
!%!

例#体检
!3

例#住院患者
22

例&#占

%#777k

%多抗凝剂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共计
'

例#占

%#%%3k

%假性血小板聚集共计
"$

例#占
%#%2%k

#见表
!

)

\,>

?*>-?.-

组占血小板聚集主要组成部分#分析
\,?*>-?.-

组来源#门诊发现率高于住院患者#见表
"

)

\,?*>-?.-

组

通过更换抗凝剂$将
\,?*>O

"

更换为枸橼酸钠&的方法#检测

结果与光镜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多抗凝剂

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组通过不抗凝的方法#检测结果与光镜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组中光镜法与
\,>

?*>O

"

抗凝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P

组中光镜

法与
\,?*>O

"

抗凝及枸橼酸钠抗凝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血小板聚集原因分析统计结果

组别 数量$

*

& 发生率$

k

&

*

组
!17 %#777

P

组
' %#%%3

.

组
"$ %#%2%

聚集数
"%& %#$%$

表
"

!!

\,?*>-?.-

来源分布

分类 分布情况'

*

$

4

&( 发生率$

k

&

住院
22

$

'$#&

&

%#!$&

门诊
!%!

$

$7#&

&

%#"77

体检
!3

$

&#"

&

%#%7!

表
'

!!

血小板光镜法与仪器法计数结果比较#

b!%

&

%

[

$

组别
仪器法

\,?*>O

"

抗凝 枸橼酸钠抗凝 未抗凝
光镜法

*

组
22#!8'$#" !%!#$87!#' )

"

* &1#!87!#2

"

P

组
"3#!8"$#" '2#!8'!#" 22#$8!&#" 2&#$8''#1

/

.

组
7&#!8'$#" !23#!8'$#! )

"

* !3$#'8!$#&

!!

)

"

*

!不适用%

"

!

"

&

%#%$

#与
\,?*>O

"

抗凝比较%

/

!

"

&

%#%$

#

与
\,?*>O

"

抗凝*枸橼酸钠抗凝比较)

C

!

讨
!!

论

!!

\,?*>-?.-

自
!&2&

年被
]@M/G=J

等'

3

(报道以来#逐渐

受到临床的重视)

\,?*>-?.-

是指在体外
\,?*

抗凝全血

中#由于
\,?*

诱导血小板膜表面隐蔽抗原的暴露或者对抗

原的修饰#导致血浆中预存的循环自身抗血小板抗体与之发生

抗原抗体反应#出现血小板聚集而使血小板分析仪不能正确计

数#造成血小板计数假性减低的一种现象'

1>!%

(

)本研究发现#

血小板聚集的发生率可达
%#$%$k

#其中
\,?*>-?.-

占

%#777k

#多重抗凝剂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占
%#%%3k

#而假

性血小板聚集占
%#%2%k

#说明
\,?*>-?.-

是占血小板聚集

主要原因#以门诊发生率最高#因此#在临床工作中给予特别关

注#保证每份标本的检测结果准确无误)

\,?*>-?.-

引发的血小板假性减低最为隐匿#容易引发

医疗差错#临床解决方法通常为更换抗凝剂#如枸橼酸钠*肝素

等#临床常用枸橼酸钠)在本研究中#

\,?*>-?.-

引发的血

小板假性减低#更换枸橼酸钠抗凝后检测#与光镜法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枸橼酸钠抗凝血上机检测#镜检确

认无血小板聚集后#综合抗凝剂的稀释倍数换算并修正血小板

结果可以有效解决
\,?*>-?.-

引发的血小板假性减低)对

于多重抗凝剂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为避免血小板对抗凝剂

依赖性的假性减低#通过不抗凝的方法#检测结果与光镜法比

较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也可以有效解决多重抗

凝剂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经临床验证#结果准确#效果良

好)假性血小板聚集现象主要来源于抽血原因#培训操作人员

强化业务技能培训#按规定操作)

目前#虽然光镜法为参考方法#但程序复杂*人员要求高*

精密度欠佳*误差大等影响因素不可控制#故临床上常被仪器

检测所替代#仅在怀疑标本可能存在问题时采用该法进行复

检)血细胞分析仪应用于临床省时*省力*重复性好#可在短时

间内完成大量检测#大大缩短临床报告时间#但它尚不能代替

镜检'

!!

(

)工作人员过分依赖血细胞分析仪#忽视细胞形态学

检测的重要性'

!"

(

#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可参照的人工镜检标

准及形态学质量控制制度#加强形态学工作的顺利展开)

为减少血小板聚集对临床误判#现将原有血小板复检规则

$初次血小板小于
1%b!%

&

"

[

时涂片镜检&增加
!

条#即当直方

图报警提示血小板聚集且血小板小于
!"$b!%

&

"

[

时涂片镜

检#后经验证满足临床需求)

显微镜检查是避免因血小板聚集造成血小板假性减低的

有力解决方法#细胞形态学诊断涉及很多学科#必须结合临床#

因此#细胞形态工作者不但需要提高细胞形态学检验水平#还

需加强临床知识的学习#加强与临床医生的沟通和交流'

!'

(

)

临床上遇到无症状和诱因的血小板计数减低#应注意考虑血小

板聚集的可能性#检验医师应及时发现并纠正假性计数结果#

避免误诊*误治)应定期评估风险并制定解决方案#追踪改进

效果#减低报告风险#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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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机构
.>_?W?

希望通过颁布统一的血清盘#采

用
*-?0

作为血清盘标定值#同时执行分阶段递进的实验方

案#实现
?_̀

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迈瑞公司参与
.>_?W?

一

致性研究计划的流程包括
'

个阶段)第一阶段!测试
.>_?W?

第一部分血清盘$健康者标本&#上报检测结果后#

.>_?W?

结

合参与研究的各厂家系统检测结果#对检测结果可靠性和一致

性进行评估)第二阶段!结合第一部分血清盘检测结果#修正

主校准曲线#检测
.>_?W?

第二部分血清盘$全范围标本&#上

报检测结果后#

.>_?W?

结合参与研究的各厂家系统检测结

果#对系统修正后的检测结果一致性进行再评估)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检测结果通过的情况下#检测第三部分

血清盘$患者标本&#

.>_?W?

结合参与研究的各厂家系统检测

结果#评估
?_̀

测试结果一致性程度#证实概念的可行性)

第四阶段#检测
.>_?W?

在北美收集的
!"%

例表观正常者标

本#对参考范围进行研究)

.>_?W?

如果对各厂家参考范围比

对结果满意#有望在
"%!1

年实现全球范围
?_̀

检测系统一致

性)大分子蛋白质结构的复杂性使检测结果很难实现标准化#

而由于生产厂家普遍采用的国际标准品或企业内部标准品往

往存在基质效应*分析物差异等问题#使得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很难达到预期水平)

.>_?W?

推出包含健康者标本和病理标

本的全范围真实临床血清盘'

1

(

#作为溯源链中的一个等级#解

决了标准品的/人造性0%同时采用
*-?0

作为血清盘的定值#

既建立了统一的溯源标准#又直接保证了各生产厂家检测系统

对临床标本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分阶段递进实验方案$

_6A

C

>

c

C

G

CC

D@G+E

&的贯彻#进一步加强了一致性结果的可靠性'

"

(

)

当然#检测结果标准化"一致性实验计划的成功执行#离不开权

威机构#如
YW..

的支持和推进#也离不开各主要生产厂家的

支持与合作)这些都是可供国内相关机构和体外诊断系统生

产厂家借鉴的宝贵经验)

目前#迈瑞公司检测系统已顺利通过
YW..

首期标本检测

结果一致性要求#为进入下一步
.>_?W?

全范围临床标本检测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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