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

例假性血小板减少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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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与全血细胞分析仪有关造成假性血小板!

P̀ B

#减少的影响因素"以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方法
!

采用

手工计数血小板和血涂片复检法对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直方图异常且部分血小板减少的
+"

例全血标本进行复检$结果

!

电阻抗法
P̀ B

直方图正常组结果与手工计数和血涂片法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电阻抗法
P̀ B

直方图异常组结果

与手工计数和血涂片法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在日常工作中"大批量样本检测时可选用成本低廉的电阻抗

法"而当出现
P̀ B

直方图和计数结果减少时必须用手工计数和血涂片复检核对"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血小板计数(全血细胞分析仪(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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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计数检测是研究血栓与止血障碍的重要指标之一!

也是其他血小板参数可靠性的基础!其检测结果至关重要&

(

'

"

全血细胞分析仪由于自身检测原理的限制以及血小板易于黏

附#聚集#破坏等特点!测定血小板时常常会出现假性减少现

象&

1

'

!这样对临床医师是否对患者进行抽骨髓检查诊断或输入

血小板治疗#可否进行手术等带来麻烦!甚至引起医疗纠纷!及

时发现并予以纠正尤为重要"因此!必须综合分析全血细胞分

析仪检测血小板的影响因素!寻求对策!以便为临床提供更为

准确的检验结果"本文就
+"

例患者血小板检测的几种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
!

日本希森美康公司
H

F

-?>̂ fC1"""

全自动血液

分析仪*

4̀ WJPaH

显微镜"

!)"

!

试剂
!

H

F

-?>̂ fC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原装配套试

剂*

P̀ B

草酸铵稀释液!其配置方法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第
#

版)

&

#

'

*瑞姬染液"

!)#

!

标本
!

本院
1""*

年
1

月至
1""*

年
("

月住院患者静脉

血标本
1?̀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盐(

C[B20O

1

)抗凝"

!)B

!

检测方法
!

对患者抗凝全血标本选择电阻抗法和光散射

模式检测!对出现
P̀ B

直方图异常的
+"

例标本用
TV4

推荐

的草酸铵稀释液法&

#

'进行手工计数!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每

份标本计数
1

次取均值统计!在采血后
15

内完成检测!并推

血涂片瑞氏染色油镜镜检"核准计数方法为用同
(

份标本制

备血涂片染色镜检观察血小板数量(正常可见
$

!

(3

个%油镜

视野)!有无大量血小板凝块#有无大量大型血小板等&

1

'

"然后

将两种方法计数的血小板结果进行配对
0

检验!采用
HPHH

(3)"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

结
!!

果

")!

!

正常和异常直方图
!

见图
(

!

#

"

图
(

!!

有血小板聚集#小红细胞碎片的直方图

图
1

!!

正常直方图

")"

!

电阻抗法#手工计数和涂片镜检法对
+"

例
P̀ B

正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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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直方图标本的计数结果
!

见表
(

"

图
#

!!

血小板大小不均的直方图

表
(

!!

全血细胞分析仪和手工检测结果比较%

FA5

&

项目
*

电阻抗法

(

d("

*

%

`

)

手工计数法

(

d("

*

%

`

)

血涂片法

(个%油镜视野)

@

小红细胞
(1 /()//A(3)$3 ((3)+/A(/)#( (1

&

")"3

大血小板
+ 3*)!#A(")$! */)$#A(()3( (3

&

")"3

正常血小板
1!(*1)+#A!3)"! (*!)*1A!#)1( 1"

$

")"3

采血不顺
1 +!)31A1()+$ *1)$#A11)*+ ((

&

")"3

其他因素
(+ ++)*3A(")$* *$)""A$)+$ ("

&

")"3

从表
(

可以看出!电阻抗法血小板直方图正常组结果与手

工计数和血涂片法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电阻抗

法血小板直方图异常组结果与手工计数和血涂片法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3

)"

#

!

讨
!!

论

#)!

!

小红细胞和细胞碎片影响
!

在正常情况下!全血细胞分

析仪对血细胞的认识有明显的界限!通常红细胞阈值在
13

!

13"R̀

!血小板阈值在
1

!

1!R̀

!仪器只识别颗粒大小!不能识

别颗粒的性质&

!

'

"电阻抗法根据颗粒体积大小通过检测小孔

产生的脉冲来区别和计数!而正常人的血小板体积有一定的差

异!范围可达
1

!

1"R̀

!其体积分布直方图不是对称的!而是明

显地向右延伸!即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大血小板"由于
H

F

-?>̂0

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红细胞与血小板测定在同一个通道!小

红细胞和大血小板的存在对血小板及血小板体积(

JP]

)检测

有很大干扰"当测定标本中小细胞增多或出现细胞碎片及血小

板聚集致血小板体积大于
1!R̀

时会影响检测结果!由于大部

分血液分析仪不能将大血小板与小红细胞区分出来!致使许多

大血小板被当成红细胞而未计入血小板总数中!从而使血小板

计数结果偏低&

3

'

"血小板体积直方图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影

响因素的变化"因此!审核结果时应先观察直方图形是否正常"

#)"

!

大血小板影响
!

在正常或许多病理情况下!很多血小板

有较大的体积!全血细胞分析仪将体积为
(

!

#"R̀

或
#+R̀

的

颗粒误认为是血小板"按照仪器和血样品!有些大的血小板

(大于
#"

!

!"R̀

)可能被遗漏或被计数"在病理情况下!如原

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急性心肌梗死#糖尿病等!大血小板会

增多!似白细胞大小的血小板很难鉴别!所以!其血小板可能被

计为白细胞或红细胞&

+

'

"而对出血的患者而言!准确的血小板

计数是至关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大血小板数量很多

时!可采用免疫标记的流式细胞仪或有流式功能的血细胞分析

仪进行计数"也可通过核酸荧光染色法测定血小板&

/

'

!血小板

含有
LK2

!故能被荧光着色!而成熟红细胞没有
LK2

!不被染

色!小红细胞和其他细胞碎片也不会对荧光着色!因此!根据细

胞大小和荧光强度可以把小红细胞及其他杂质与血小板区分

开&

$

'

"目前!常用血液分析仪计数血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在

同一通道进行计数"如
HWHJCf0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用

鞘流电阻抗法测定血小板结果异常时!仪器转换至核酸荧光染

色法检测网织红细胞%血小板检测通道进行检测&

*

'

"从而能很

好地消除细胞碎片#小红细胞和大血小板等因素对准确计数血

小板的影响!得以在体积大小和核酸染色上与血小板鉴别"但

核酸荧光染色法成本高!不宜广泛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最简单的方法是手工计数和血涂片染色镜检"

#)#

!

抗凝剂
C[B2

影响
!

由于
C[B2

盐抗凝血中
C[B2

可

诱导血小板中的特殊蛋白使血小板发生凝集!且用全血细胞分

析仪检测时!其血小板计数发生假性减少&

("

'

"全血细胞分析

仪不能计数凝集的血小板!因此!导致在正常范围内的血小板

可能计数减低"假性血小板减少症机制与纤维蛋白受体#糖蛋

白有关&

((

'

"在糖蛋白中存在一种单克隆抗体!当此抗体遇到

C[B2

抗凝剂时会引起血小板凝集&

(1

'

"抗凝血采集
#"?'.

后这种凝集能自发解聚!所以!可采血静置
#"?'.

后检测!以

消除这种
C[B2

所致的假性血小板减少!或采用不含抗凝剂

的稀释液#利用含草酸铵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系统采集标本#加

其他种类的抗凝剂可避免这种干扰!如枸橼酸钠保养液等"血

小板的卫星现象可见于
C[B2

抗凝血!因
C[B2

和免疫球蛋

白相互作用#非特异结合血小板之故!被抗体包被的血小板与

中性粒细胞结合!血小板被误计为白细胞使血小板计数减

少&

(#

'

"

#)B

!

采血不顺影响
!

多次穿刺采集静脉血引起水肿及皮下出

血时!组织凝血因子混入血标本中形成血凝块!如果血凝块细

小!肉眼不易看见!就会造成血小板计数假性减少&

(!

'

"常见于

新生儿#肥胖症患者的标本"可采取重抽一次或用末梢血处

理"且采血时应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患者应处于平静和空腹状

态!采血人员应技术熟练!.一针见血/!一旦采血完毕应立即与

抗凝剂充分混合!但也要避免用力震荡而出现溶血现象"

#)E

!

其他影响
!

储存时间过久#血小板冷凝集#异常蛋白血症

均可导致血小板计数减低"此外!低温可激活血小板!也会导

致血小板假性减少&

(3

'

"

综上所述!在日常工作中!大批量样本检测时可选用成本

低廉的电阻抗法!但无论是阻抗法还是光散射法血细胞分析仪

均为过筛试验"因此!在仪器检测过程中!当出现静脉抗凝血

检测血小板减少!应重视异常结果的判断!出现异常数值或直

方图形的异常!以及出现报警信号时应进行镜检复查&

(+

'

!或核

酸荧光染色法进行检测!切实提高异常样本血小板计数的准确

性!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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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白细胞滤除率几乎都在
*"@

以上"本研究中所用白细胞

滤器为美国
P2̀ `

公司新一代
HU!"HO

型滤器!其由聚脂无

纺布制成的
!"

"

?

超微滤过孔径可以有效滤除脂肪滴#骨质

碎屑#白细胞!以及白细胞与血小板形成的微血栓等物质!净

化回输红细胞质量&

(+0(/

'

!所以!

[̀\

组加用白细胞滤器后!几

乎彻底阻挡白细胞再次进入患者机体!减少了免疫抑制因子

X̀0("

分泌!而相应提高了
X̀0+

和
X̀0$

的含量!减轻了术后免

疫抑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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