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有研究结果存在差异#随着开发大西北步伐的加

快!0一带一路1战略构想的贯彻实施!进驻高原工作

的人群日益增多!高原特殊环境对人类生殖系统健康

的影响及损伤防治值得关注!此次研究可以为今后全

面揭示高原低氧对人类生殖内分泌影响的规律和机

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

% 简乐乐!龚海英!郭纯
%

高原缺氧环境对雄性生殖系统的

影响$

&

%

%

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

$"#$

!

$#

&

##

'(

)("+

)($%

$

$

% 祁裕!张雪峰!裴志伟
%

特高海拔地区男性性功能状况的

调查分析$

&

%

%

高原医学杂志!

$""2

!

#2

&

2

'(

#'%

$

(

% 田怀军
%

高原低氧环境对生殖内分泌的影响$

&

%

%

解放军

医学杂志!

$""*

!

("

&

*

'(

22)+2*"%

$

2

%

V4QDP]K3?

!

?DD4T34W?

!

@4NDRL344V

!

;7

5:%DC6FC1;

X

6C8/:;057G/

<

G5:7/7AJ;/1F51

$

&

%

%41J6C:C+

<

/5

!

#)'*

!

#,

&

$

'(

#,'+#'2%

$

*

% 裴志伟!张雪峰!刘军生!等
%

高原习服期男性勃起功能及

相关改变$

&

%

%

西南国防医药!

$"#"

!

$"

&

)

'(

)'!+)''%

$

!

% 崔建华!张西洲!何富文!等
%

高原低氧环境下性激素变化

的研究$

&

%

%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

$

,

%

O4PU]34&

!

@RR3]NY

!

T3]Q]3Y

!

;75:%]88;970

C8G/

<

G5:7/7AJ;C1

X

:50F59C19;17657/C10C87;07C07;6C1;

51J

X

/7A/756

I<

C15JC76C

X

/10/1F51

$

&

%

%4Z/57V

X

59;]1Z/+

6C1@;J

!

#),'

!

2)

&

$

'(

(*!+(*,%

$

'

%

V4OR\3]KY

!

Y43?=4 P

!

?434O]N&W%W6;+5J5

X

+

757/C1

!

5J5

X

757/C151JJ;5J5

X

757/C17CG/

<

G5:7/7AJ;/1GA+

F510

(

GC6FC15:51JH/C9G;F/95:9G51

<

;0570;5:;Z;:

$

&

%

%

]A6&4

XX

:WG

I

0/C:R99A

X

WG

I

0/C:

!

#))'

!

,,

&

#

*

$

'(

(,%

$

)

%

Re\@\344

!

>\V]D

!

e4Q4\?D=K

!

;75:%?G51

<

;0

/1F5:;6;

X

6CJA97/Z;8A197/C1587;6G/

<

G5:7/7AJ;FCA1+

75/1;;6/1

<

$

&

%

%D/

<

G4:7@;JT/C:

!

$""(

!

2

&

(

'(

(2)+(*(%

$

#"

%

>43=4V&Y

!

T\VLRV+RT3]YRP]

!

L4W=4W&

!

;75:%

L/F;9CA60;C8;1JC96/1;9G51

<

;0/17G;G

IX

C

X

G

I

0/0+

<

C+

15J5̂/0/1JA9;JH

I

G

IX

CH56/9G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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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强冷凝集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处理措施的探讨"

王秀芹#司元全#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医学检验部#山东济南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强冷凝集对血常规结果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法的效果#以期获得最佳处理方案(方

法
!

筛选
$,

例强冷凝集血常规检测标本#对其分别采用
(,b

水浴法)血浆置换法和样本
#f,

预稀释法等
(

种

方法依次处理#然后在
VKV@]̀ +̀ P#"""

血细胞分析仪上常规检测并进行手工涂片染色(结果
!

强冷凝集标

本处理前上机检测时#仪器出现红细胞凝集相关报警#检测结果中红细胞和血细胞比容!

D?L

$显著降低#而红

细胞平均容积!

@?O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D

$和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D?

$异常增高!

M

&

"%"#

$*

(,b

水浴法加热
("F/1

后立即检测结果中
@?D

和
@?D?

结果稍高!

M

&

"%"*

$#其余项目恢复正常*

血浆置换法所得红细胞相关检测指标结果恢复正常#但血小板结果明显降低!

M

&

"%"#

$*

#f,

预稀释法所获检

测结果各项指标均趋于正常(涂片染色镜下发现#经
(,b

水浴法处理后的标本仍可见红细胞轻度凝集#而经

其余两种方法处理后涂片未见红细胞凝集(结论
!

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冷凝集标本的检测以确保结果的准确

性#处理强冷凝集标本应用
#f,

预稀释法效果优于
(,b

水浴法和血浆置换法#此法不仅操作简单方便#而且

保证了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冷凝集*

!

血常规*

!

血浆置换*

!

#f,

预稀释模式

!"#

(

#"%()!)

*

.

%/001%#!,(+2#("%$"#'%"*%"$)

中图法分类号!

322!%##

*

3((#

文章编号!

#!,(+2#("

!

$"#'

$

"*+"!#,+"(

文献标识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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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是检验工作中最基础也是临床应用最广 泛的检查项目之一#目前各医院几乎全部实现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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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测的自动化!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度#

但近年来研究发现!仍有不少因素影响血细胞分析仪

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冷凝集是常见的干扰因

素之一$

#+$

%

#冷凝集素是一种自身免疫性抗体!主要

为
=

<

@

抗体#这种冷抗体在
(#b

以下温度时能作用

于自身的红细胞抗原而发生可逆性的红细胞凝集$

(

%

#

血液离体后温度降低!较高浓度的冷凝集素可诱导自

身的红细胞出现凝集现象$

2

%

!导致血常规检测中红细

胞等结果假性降低!而红细胞平均容积&

@?O

'"红细

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D

'和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

浓度&

@?D?

'等指标结果假性升高$

*

%

#如何解决冷

凝集对血常规检测的影响!以往研究多偏向于采用水

浴加热法!但当遇到强冷凝集标本时!该方法效果并

不理想#同时!也有文献报道血浆置换法$

!

%

!结合本

实验室采用的预稀释法!本研究依次采用水浴加热

法"血浆置换法和预稀释法
(

种方法检测
$,

例强冷

凝集标本血常规结果#评价上述
(

种处理方法的效

果!旨在筛选出最佳处理方式并进一步确保冷凝集标

本血常规结果发放的准确与快速#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强冷凝集血常规标本
$,

例!初次血常规检测发

现结果明显异常!仪器提示红细胞凝集并经血涂片证

实#所有标本冷凝集试验结果均为强阳性&

#f#"$2

以上阳性'!排除其他因素造成的红细胞凝集#其中

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

岁!包括肺炎支原体感

染"白血病"肝硬化"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多发性

骨髓瘤"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由于强冷凝集标本

并不常见!收集标本跨度时间较长!无法集中处理!因

此!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此类标本后立即进行相关处理

并检测!准确记录所得数据#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VKV@]̀

公司
P̀+#"""

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质控品#仪器每日

做日常维护保养!高中低值质控结果均在控#瑞氏染

液购自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真空采血管购自

美国
TU

公司#

$%&

!

实验分组及处理
!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U+

L4+e

$

'抗凝真空采血管抽取患者外周血
$FN

并充

分混匀#每位患者采集
$

管标本!采取下述不同方法

进行处理#&

#

'直接上机(将
$

管标本直接上机测定!

结果取平均值+&

$

'

(,b

水浴法(将其中一管标本置于

(,b

水浴箱温育
("F/1

后立即上机检测+&

(

'样本

#f,

预稀释法(另取含抗凝剂的
;

X

管!加入
$2"

!

N

VKV@]̀ +̀ P#"""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原装稀释液!

放
(,b

水浴箱温育
("F/1

!然后吸取未经处理的患

者外周血
2"

!

N

!与经温育的稀释液充分混匀后在仪

器
#f,

预稀释模式下立即进行检测+&

2

'血浆置换

法(将另一管血
("""6

*

F/1

离心
*F/1

!吸取上层血

浆后加入等量血常规自动分析仪原装稀释液充分混

匀!如此反复进行
(

次后在
VKV@]̀ +̀ P#"""

上获

取检测结果+&

*

'冷凝集标本在使用以上各方案检测

的同时分别制作血涂片!并进行瑞氏染色后镜检观察

红细胞凝集是否完全解除#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
7iF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以
M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强冷凝集标本未经处理直接上机检测结果
!

仪

器提示红细胞凝集等报警信息!红细胞直方图可见异

常的大红细胞波峰!与其他
(

种处理方法所获结果比

较!红细胞和血细胞比容&

D?L

'显著降低!血红蛋白

和红细胞比例明显异常!而
@?O

"

@?D

和
@?D?

异

常增高&

M

&

"%"#

'#镜下观察血涂片可见大量红细胞

明显聚集成团状!标本管内壁肉眼观察可见粗沙样凝

集颗粒#见表
#

#

%%%

!

(,b

水浴法结果
!

标本经
(,b

水浴
("F/1

处

理后立即上机检测!仪器无红细胞凝集相关报警!红

细胞和
D?L

结果趋于正常!但
@?D

和
@?D?

仍然

较高&

M

&

"%"*

'#经处理后的标本涂片染色后镜下观

察仍可见少量红细胞聚集!标本管内壁可见少量细沙

样凝集颗粒#见表
#

#

%%&

!

血浆置换法和样本
#f,

预稀释法结果
!

经此

两种方法处理后的标本!红细胞凝集现象完全消失!

各相关指标趋于正常#但血浆置换法操作过程中存

在血小板的丢失!导致其结果明显偏低&

M

&

"%"#

'!见

表
#

#

表
#

!!

不同处理方法获结果比较$

7iF

&

处理方式
红细胞

&

c#"

#$

*

N

'

血红蛋白

&

<

*

N

'

D?L

&

S

'

@?O

&

8N

'

@?D

&

X<

'

@?D?

&

<

*

N

'

白细胞

&

c#"

)

*

N

'

血小板

&

c#"

)

*

N

'

直接上机
"%)#i"%$$

%

#$"i#! ,%!i#%$

%

'(%*i'%)

%

#(#%*i#"%(

%

#*,'i),

%

)%(2i#%", $("i("

!

(,b

水浴法
(%*(i"%)* ##*i#2 $,%*i$%' ,,%)i!%) ($%*i2%)

*

2#'i*!

*

)%#2i#%$! $2#i$,

!

血浆置换法
2%)*i#%$' #$*i## (2%2i(%) !)%2i!%" $*%(i(%) (!(i(,

!

'%,(i#%2* )(i#"

+

预稀释法
*%#!i#%2) #($i#! (*%!i(%! !'%)i,%( $*%*i2%$ (,#i2$

!

)%*!i#%,' $2*i(*

!

!!

注(

%表示与其他
(

种处理方法所得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

*表示与血浆置换法和预稀释法所得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M

&

"%"*

'+

+表示标本经血浆置换法处理后
WNL

明显降低!与其他处理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M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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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
!!

论

!!

冷凝集素综合征是由于自身反应性红细胞凝集

和外界温度降低等诱导因素导致的以慢性溶血性贫

血及微循环栓塞为特征的一组疾病$

,

%

#大多数人血

清中都存在冷凝集素!其效价较低!一般不会引起自

身红细胞的凝集#但在某些病理&如自身免疫性溶血

性贫血"多发性骨髓瘤及支原体肺炎等'情况下!冷凝

集素效价可异常增高$

'

%

#含有较高效价冷凝集素的

血液离体后温度降低!冷凝集素与红细胞抗原相结

合!使红细胞自身发生凝集$

)

%

!但这种凝集是可逆的!

当温度升高至一定程度后!凝集的红细胞可自动解

聚#但当冷凝集素的效价过高时!标本即使经过
(,

b

水浴
("F/1

后仍可见
@?D

和
@?D?

等结果出现

明显偏差!严重干扰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

VKV@]̀ +̀ P#"""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检测

冷凝集标本时!红细胞聚集致使其不能单个通过红细

胞通道!使红细胞计数结果大大减低!单个红细胞平

均体积增高!而血红蛋白是红细胞经溶解后使用比色

法检测所得!所以结果基本不受影响!这就导致了

@?D

和
@?D?

等参数异常升高#另一方面!

VKV+

@]̀ +̀ P#"""

在进行白细胞和血小板检测时!仪器采

用荧光流式细胞技术结合多种试剂可以通过仪器半

导体激光光源照射待测样本!前向散射光表示细胞体

积+侧向散射光可以反映细胞的内容物!这种识别方

式和单独的通道设定与红细胞检测原理多有不同!所

以血液冷凝集对血小板和白细胞检测结果影响较

小$

#"+##

%

#

目前!关于冷凝集对血常规结果的影响以及处理

方式的研究结论不一!主要原因在于筛选的血标本冷

凝集素效价相差较大!适用于低效价的冷凝集标本处

理方法多且效果明显!而对于强冷凝集标本的处理效

果相对较差!本研究主要探讨
$,

例强冷凝集标本对

血常规结果的影响以及所采用的
(

种处理方法的效

果优劣#有研究表明!对冷凝集标本可以采用
(,b

水浴加热复融的方法消除自身红细胞凝集!但本研究

发现此方法对强凝集的标本效果欠佳!可能是水浴法

可将部分冷凝集标本解聚!但对强冷凝集的红细胞解

聚效果欠佳!血涂片镜下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血浆

置换方法可以使红细胞聚集解离!红细胞参数回归正

常$

#$

%

!但由于血浆置换操作过程中!易造成血小板丢

失!使其结果偏低!而且血浆置换法操作相对繁琐!不

太适合临床推广应用#本研究采用
#f,

预稀释法处

理强冷凝集外周血!检测结果显示血常规各项参数回

归正常!这可能是因为经稀释处理后冷凝集素效价降

低!血涂片镜下观察可见红细胞凝集完全解离#

综上所述!冷凝集对血常规结果中白细胞和血小

板影响较小!但对红细胞相关参数具有显著影响#为

避免冷凝集对血常规结果的干扰!对冷凝集标本特别

是冷凝集素效价较高时!应尽快采用本研究中预稀释

法进行处理!该方法可有效消除强冷凝集所致红细胞

聚集现象!且易于操作!保证检验结果及时准确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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