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功能管理必须采用特定的定制化的计算机管理系

统%以提高建库工作效率和提供便捷的资源共享服

务(

''9')

)

'本系统各种功能模块的构建%完全从实际出

发%根据针对实际流程及存在的问题而设计%因此%实

用性很强'通过本系统将信息技术用于菌种管理%使

全院均能严格遵照相关的生物安全和菌种管理制度%

受到各级医疗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下一步工作方向%一是实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1<<

浏览-二是实现冰箱自动取出或存入冻存管%将

软件与硬件无缝联动'

""

综上所述%通过本系统的开发建设%使宁夏地区

细菌保藏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细菌研究提供了

资源共享平台%下一步将研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广

使用%推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菌种的统一管理和使用%

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宁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菌种库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如菌

种信息不够全面&菌种保存方法单一等%需继续加强

与国内外先进机构的交流学习%以期尽快实现宁夏地

区菌种保藏管理工作与国际水平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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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细胞形态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李
"

英!张金花!费中海!刘
"

文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四川南充
7;?(((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涂片制备及血细胞染色中的效果!并对其在血细胞形

态检查中的应用进行评价%方法
"

选择体检健康者$贫血患者$白血病患者及儿科患者的血常规标本!采用
!59

')(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和手工方法进行推片染色!由
)

名有细胞形态经验的检验人员进行血细胞形态检查!分

析
)

种方法对细胞形态识别的影响%结果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的推片效果好!头体尾分明'红细胞$白

细胞及血小板染色好!其正常及异常形态均易识别!不同人员识别的准确性及一致性较高%结论
"

!59')(

全自

动推片染色机在血涂片制备及血细胞染色的重复性和效果方面优于传统手工涂片染色!减少了推片及染色操

作对细胞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淋巴细胞和红细胞形态的检验准确性高于传统手工方法!应作为常规推片染色方

法用于临床实验室工作%

关键词"涂片层!血细胞'

"

血小板'

"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

!"#

!

'(@;*7*

"

D

@EFF#@'7?;9A';(@)('*@('@(;)

中图法分类号"

=AA7@''

'

=9;;'

文章编号"

'7?;9A';(

"

)('*

#

('9(')'9(A

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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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阻抗&高频电导&激光散射&细胞化学及多

角度激光偏振光散射等检测技术用于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血常规的检测速度和准确性越来越高'血细

胞分析仪检测的准确性主要体现在
)

个方面!#

'

$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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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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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李英%张金花%费中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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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细胞形态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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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数量的准确性-#

)

$血细胞形态的准确性'前者

的质量保证可通过室内质评&室间质评及仪器比对得

以实现(

'9)

)

%而后者的准确性受诸多因素影响%目前%

尚没有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血细胞形态的检查没

有实现自动化或标准化的主要原因是离体标本的细

胞形态受患者疾病类型&涂片染色技术和检验人员细

胞形态识别能力的影响%而细胞形态的准确识别依赖

涂片及染色良好的血片'传统的手工涂片染色受检

验人员操作水平的影响较大%不同检验人员对同一患

者进行推片染色效果不一且重复性差'本研究对
!59

')(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涂片染色效果及镜

检结果准确性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行了效果评价%

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随机选择在本院就诊的门诊健康体

检者
)(

例&贫血患者
;(

例&白血病患者
)(

例及儿科

患者
;(

例#其中
6,

病毒抗体阳性者
;

例%阴性
)?

例$共
'((

例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血样本%随机编

号%样本处理在
)M

内完成'

C@D

"

仪器与试剂
"

迈瑞
,57B((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迈瑞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

>I

J

V

N

RF5f)'

显微镜&

>I

J

V

N

RF

图像采集系统等'所有仪器在使用

前均进行校准及性能评价%各仪器均使用原装配套试

剂及质控品%使用当日室内质控在控'瑞氏
9

吉姆萨染

液为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C@E

"

方法

C@E@C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推片染

色法的推片及染色效果评价
"

'((

例标本随机编号后

采用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和手工方法推片染色

各
'

张%由
)

名有细胞形态识别经验的检验人员对推

片效果#推片有明显头体尾形成%体尾交界处细胞分

布均匀为推片效果好$及染色效果#成熟红细胞颜色

为淡红色%粒细胞质中
;

种颗粒颜色易于识别为染色

效果好$进行评价'

C@E@D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方法制

备的血涂片镜检结果一致性分析
"

由
)

名检验人员

在
>I

J

V

N

RF

图像采集系统的辅助下对
)

种方法制备

的血涂片在油镜下的细胞形态进行识别%每例标本识

别
'((

个白细胞%共
'((((

个白细胞%同时%观察成熟

红细胞&有核红细胞及血小板形态(

;

)

%分别记录
)

名

检验人员的辨认结果'

C@E@E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方法制

备的血涂片异型淋巴细胞#异淋$镜检结果准确性分

析
"

通过对儿科患者
;(

例标本进行
6,

病毒抗体检

测%与镜检异淋检出率进行对比%比较
!59')(

全自动

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涂片镜检结果的准确性'异

淋涂片镜检结果阳性为
%

8C

(

A

)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C

$表示%

)

种方法间的采用

!

) 检验%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推片染色

法的推片及染色效果评价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

机与手工推片染色法的推片及染色效果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8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

的推片及染色效果均优于手工推片染色法'见表
'

'

D@D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方法制备

的血涂片镜检结果一致性分析
"

)

名检验人员对
!59

')(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制备的血涂片中血细胞形态识

别的符合率较高#

*(C

"

*BC

$'而对手工推片染色

制备的血涂片中血细胞的识别率在原始细胞及原始

细胞等同细胞&中性中幼粒细胞&中性晚幼粒细胞&单

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成熟红细胞异常形态的识别符合

率低于
*(C

%与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制备的血涂片分析

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见表
)

'

D@E

"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方法制备

的血涂片异淋镜检结果分析
"

!59')(

全自动推片染

色机制备的血涂片对淋巴细胞的形态影响较小%结果

较准确%而手工推片染色法制备的血涂片对淋巴细胞

的形态影响较大%异淋的检出率具有较高的假阳性%

)

种方法的镜检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见表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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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推片染色法的推片及染色满意率比较$

C

%

项目
自动推片染色机

满意例数 不满意例数

手工推片染色法

满意例数 不满意例数
!

)

!

推片效果

"

推片能形成明显头体尾
'(( ( B? '; ';@*( (@(((

"

体尾交界处细胞分布均匀
*B ) ?; )? '(@?; (@(('

细胞染色效果

"

红细胞呈淡红色
*? ; BB ') 8@BA (@('7

"

粒细胞颗粒易于识别
*? ; B7 'A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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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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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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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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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涂片染色法的镜检符合率比较$

C

%

项目
自动推片染色机

满意例数 不满意例数

手工推片染色法

满意例数 不满意例数
!

)

!

中性粒细胞
*? ; *8 8 (@8)' (@A?(

嗜酸粒细胞
*? ; *7 A (@'AB (@?((

嗜碱粒细胞
*? ; *8 8 (@8)' (@A?(

单核细胞
*8 8 B* '' )@A77 (@''B

淋巴细胞
** ' *B ) (@;;B (@87'

原始细胞及原始细胞等同细胞!

*8 8 B? '; ;@*(? (@(AB

!

早幼粒细胞
*7 A *( '( A@*'8 (@()?

!

中幼粒细胞
*8 8 B8 '8 8@887 (@('B

!

晚幼粒细胞
*( '( B? '; (@AA) (@8(7

异淋
*B ) B) 'B 'A@))) (@(((

有核红细胞
*8 8 *A 7 (@(*7 (@?87

红细胞异常形态
*) B B8 '8 )@A(? (@')'

血小板异常形态
*8 8 *) B (@?A( (@;*(

""

注!

!原始细胞等同细胞包括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的早幼粒细胞&幼稚单核细胞和幼稚淋巴细胞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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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推片染色机与传统手工方法制备的

"""

血涂片异淋阳性率分析

检测方法
镜检结果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C

$真阳性率#

C

$

全自动推片染色法
A )7 '7@7

!

?8@(

!

手工推片染色法
)( '( 77@7 '8@(

""

注!与手工推片染色法比较%

!

!

$

(@(8

E

"

讨
""

论

""

血常规检查的主要作用是反映患者体内血细胞

数量和形态的变化%在血液系统和血液系统相关疾病

的初诊&治疗及效果观察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同

时%对一些感染性疾病也可起到一定的辅助诊断及诊

断鉴别作用'但由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原理

的局限性%目前%血细胞分析仪的准确性仅限于各类

血细胞的数量分析和对正常外周血细胞进行分类%对

部分血液系统疾病及血液系统相关疾病所导致的造

血系统中异常释放到外周血的细胞%如各种原始细

胞&原始细胞等同细胞&幼稚细胞&有核红细胞的分类

准确性较差(

A9*

)

%且仪器对成熟红细胞的形态仅能以

红细胞平均体积#

35-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

#

35+

$&红细胞分布宽度#

=2Z

$等红细胞平均参数

进行初步反映%不能代表真正的红细胞形态变化%对

血小板的形态异常或有抗体依赖的血细胞聚集的标

本也需进行涂片镜检(

'(9')

)

'

一直以来%手工推片染色的方法是复检的主要方

法和较可靠的方法(

';

)

%但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手工推

片染色镜检对细胞的形态影响较大%推片的手法&涂

片干燥的方式&染液和缓冲液的比例及染色时间均对

细胞的形态具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对淋巴细胞和成

熟红细胞%而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由于有细胞核型的变

化和典型的颗粒等特征较易准确识别%这在本研究中

也得到了证实'

本研究结果也说明只有当检验人员在镜下观察

到的细胞形态没有或受到标本制备过程中人为因素

影响很小的时候%其形态检验结果才是准确&可靠的%

而这一点在临床工作中往往被忽略而导致部分细胞

形态检查结果不准确'通过对
!59')(

全自动推片染

色机和手工方法进行对比发现%

!59')(

全自动推片染

色机的推片效果和染色效果稳定%且优于手工方法进

行血涂片的制备'在细胞形态的观察中%

)

名有经验

的检验人员分析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和手工方

法制备的同一份标本%前者的结果一致性也优于后

者%这与标本制备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本研究也对
)

种方法制备的标本中淋巴细胞和红细胞的形态观察

结果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手工推片染色法较易导

致异淋#形态似
&

型异淋为主$的假阳性%这一点在对

;(

例儿童患者标本进行
6,

病毒抗体检测后得到了

证实'

;(

例中只有
;

例为
6,

病毒抗体阳性%采用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进行血涂片制备后镜检异

淋阳性
A

例%而手工方法进行血涂片制备后镜检异淋

阳性达
)(

例%虽然除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异

淋会增加外%其他如巨细胞病毒#

53-

$病毒感染&小

儿肺炎等也可引起外周血异淋不同程度升高%但就
)

种方法的检查结果来看%同一标本手工推片染色法检

出异淋的阳性率确实比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高

很多%虽然目前未有基础研究证实推片的手法会导致

假阳性的异淋出现%但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发现不同检

验人员对同一标本进行推片染色时异淋的检出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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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很大%说明手工推片染色法制片效果的不稳定性和

不确定性'而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的标准化推

片染色方式在标本的制备过程中对淋巴细胞的形态

影响较小%结果更为可靠'

红细胞形态的观察主要体现在红细胞大小&中央

浅染区&异常红细胞形态如球形&泪滴形&靶形及红细

胞碎片等%皱缩红细胞是常见的在标本制备过程中受

人为因素影响的红细胞形态%在本研究的
;(

例贫血

标本中%仅有
'

例中度贫血患者用
!59')(

全自动推

片染色机制备的标本镜检为满视野的皱缩红细胞%而

手工推片染色法却完全正常%说明
!59')(

全自动推

片染色机可能对少数贫血患者的红细胞形态造成影

响%但此影响易被发现并可与手工推片染色法涂片镜

检进行比较确定'

)

种方法对其他的红细胞异常形态

的检出率差异不大'

""

综上所述%

!59')(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推片染色效

果稳定%重复性好%适于临床工作进行血细胞形态的

检查%也可用于检验人员形态识别能力比对%如与读

片机合用将大大提高血细胞形态检验的准确性%能为

临床提供准确的血细胞数量和形态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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