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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介绍

患者!女!(* 岁!因+右肺腺癌化疗,来我院门诊

就诊) 患者无皮肤瘀点-瘀斑-牙龈出血和鼻出血及

胃肠道出血等表现*否认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

系统病史!否认乙肝-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重大外

伤史!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凝血象等检查结果正

常) 经复片镜检确认为BTFU>V

%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

减少) 分别采集 '份干燥红管无抗凝剂血 ! 39-' 份

肝素锂抗凝血 ! 39-'份枸橼酸钠抗凝血 % 39和 ' 份

BTFU>V

%

抗凝血 % 39外周血样本) 无抗凝剂血采

集后迅速上机检测*肝素锂-枸橼酸钠和 BTFU>V

%

抗凝血采集后分别于 &-'(-!&-)&-'%& 38; 上机检

测 ' 次) 抽取静脉血的同时!立即用稀释液按'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的操作方法进行血

小板手工计数) 上机检测同时分别从 , 份样本中取

约 '&

!

9血进行涂片!行瑞氏吉姆萨染色!在油镜下

观察血小板分布情况) 不同抗凝剂在 & 38; 时上机

检测血常规结果见表 ') 血小板手工计数和不同抗

凝剂在不同时间上机检测计数结果见表 %) 无抗凝

剂血和肝素锂-枸橼酸钠-BTFU>V

%

抗凝血在不同

时间油镜下血小板分布情况见图 ')

表 '"不同抗凝剂在 & 38;时上机检测血常规结果

"项"目
无抗凝剂血
标本

BTFU>V

%

抗凝血
标本

肝素锂
抗凝血
标本

枸橼酸钠
抗凝血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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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

,M&J ,M&( ,M&I !M*&

YKL$ERX% '%JM&& '%JM&& '%*M&& '')M&&

/XF$ W'&

I

RX%

'JIM&& J(M&& 'J,M&& ')!M&&

?B-FZ$Z% ))MJ& )(M*& ))M%& ))M)&

X[\/YZ$Z% %,MJ& %(M*& %)M&& %(M'&

\]?]Z$Z% *M(& *M(& )M,& )MI&

B]Z$Z% &MI& 'M'& 'M,& 'M,&

LU.]Z$Z% &M&& &M&& &M&& &M&&

?B-F̂$ W'&

I

RX%

!M'% %MJI %MJJ %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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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项"目
无抗凝剂血
标本

BTFU>V

%

抗凝血
标本

肝素锂
抗凝血
标本

枸橼酸钠
抗凝血
标本

Y:F$Z% !*M)& !*M)& !*M(& !!MI&

\:_$ X̀% I%M%& I%MJ& I'M*& I'M)&

\:Y$6E% !'M,& !'M)& !'M'& !'M,&

\:Y:$ERX% !,&M&& !,&M&& !!IM&& !,%M&&

PTD>:_$Z% ',M)& ',M)& ',M(& ',M*&

PTD>.T$ X̀% ,IMI& (&M&& ,IM!& ,IM*&

\/_$ X̀% IMJ& '%M*& '&M,& IM%&

"注&^绝对值

表 %"血小板手工计数和不同抗凝剂在不同时间

" "上机检测计数结果

"项"目 & 38; '( 38; !& 38; )& 38; '%& 38;

无抗凝剂$ W'&

I

RX%

'JIM&& R R R R

肝素锂抗凝$ W'&

I

RX%

'J,M&& %,M&& (,M&& *&M&& %JM&&

枸橼酸钠抗凝$ W'&

I

RX%

')!M&& '(JM&& ('M&& (,M&& I%M&&

BTFU>V

%

抗凝$ W'&

I

RX%

J(M&& '!M&& ''M&& '%M&& 'JM&&

人工计数$ W'&

I

RX%

'I(M&& R R R R

"注&+手工计数,为 ! 位老师$' 人正高!% 人中级!分别从事血细胞

形态学工作 !& 年-%& 年和 '& 年%手工计数所得平均值*+R,表示未

进行该项操作)

图 '"无抗凝剂血和肝素锂!枸橼酸钠!BTFU>V

%

抗凝血在不同时间油镜下血小板分布图

""实验结果&BTFU>V

%

-肝素锂和枸橼酸钠三种常

用抗凝剂都可以引起血小板聚集!导致血小板假性

减少*& 38; 无抗凝剂血检测的血小板结果与手工

计数结果比较无显著差异!且镜检未见血小板聚集*

& 38;肝素锂抗凝血检测的血小板结果与手工计数

结果比较无显著差异!但镜检显示血小板有散在聚

集!且 '( 38; 之后聚集明显*枸橼酸钠和 BTFU>V

%

抗凝血不同时间上机检测血小板结果与手工计数结

果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且标本采集后 '%& 38;

内随时间延长血小板聚集程度加大!而 BTFU>V

%

抗

凝血聚集更明显*& 38; 无抗凝剂血血常规检测结

果与BTFU>V

%

抗凝血血常规检测结果除血小板外!

其他血细胞计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讨论

#$!"临床工作中血常规检测常用紫色 BTFU>V

%

抗

凝管采血!BTFU>V

%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较为常

见) BTFU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BTFU>/F:/%是

由于BTFU盐抗凝血中BTFU诱导血小板中的特殊蛋

白而使血小板发生凝集!在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上检

测时!其血小板发生假性减少的现象"'#

) BTFU>/F:/

临床发生率为 &M&IZ a&M%'Z

"%#

!由于其发生率

低!不容易被发现!极易漏诊误诊) 若这种现象不能

有效识别!可导致临床上误诊误治!特别是产科-外

科和肿瘤科化疗放疗的患者!直接影响手术和用药

安排!其后果严重!且对患者心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

影响) 根据资料报道临床上 BTFU>/F:/患者血小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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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计数的纠正措施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用

枸橼酸钠抗凝静脉血代替 BTFU>V

%

抗凝的静脉血

做血小板计数"!#

*二是 BTFU>V

%

致血小板减少时!

应进一步进行人工计数和血涂片复查!或改用肝素

抗凝管复查血小板",#

*三是采集末梢血进行手工血

小板计数!同时观察血涂片中血小板分布情况"(#

*

四是抗凝血标本经充分混匀后转移至微量离心管

中!适度振荡!在保持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和红细胞平

均血蛋白含量变化不超过 'M(Z的前提下亦可纠正

抗凝剂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

*五是在 % 3ER39

BTFU>V

%

抗凝血内加入 ( 3ER39丁胺卡那霉素!可

使 BTFU>/F:/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准确-可靠"*#

)

国内文献报道用枸橼酸钠抗凝在 '( 38; 内检测血

小板可基本消除血小板聚集的影响"J#

!但国外文献

报道BTFU>/F:/用枸橼酸钠抗凝后!有 *%Z的病

例还是有聚集"I#

) 另外枸橼酸钠抗凝血中抗凝剂

与血液为 'eI!会稀释血液导致血小板计数减少!且

枸橼酸钠是一种钙的鳌合物!呈碱性!可与钙离子形

成可溶性鳌合物!其抗凝性弱!易使血小板聚集而致

总数减少!并且枸橼酸盐抗凝能力不强!不仅对血小

板计数有影响!对白细胞计数-分类均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

) 肝素可使白细胞聚集!不适合血液学一般

检查"''#

)

#$#"对抗凝剂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的纠正!有研

究人员认为送检时间-采血方法和 BTFU诱导依赖

性聚集是造成假性血小板减少的主要因素"'%#

) 临

床工作中出现BTFU诱导依赖性血小板聚集都会考

虑用另外一种抗凝剂或物质来纠正血小板计数!但

多种抗凝剂都可以引起血小板聚集!导致血小板假

性减少)

#$%"笔者查阅报道资料显示的纠正措施都只是对

血小板进行了纠正!并未提及纠正措施是否会对其

他血细胞计数有影响!而我们实际临床工作中血常

规检测不单只是血小板计数!还包括红细胞和白细

胞分类计数等!且上机检测都同时进行分析!如果分

开来计数不仅费时还浪费人力-物力) 文中提及现

有报道的几种纠正措施繁琐或报道甚少!可操作性

不强!不适合现代高要求和高标本量的实际临床工

作) 故笔者认为!对抗凝剂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

症患者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采用采集无抗凝剂标本迅

速上机检测的方法!不仅能避免外来物质干扰而且

能有效地纠正抗凝剂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同时

不影响其他血细胞计数!结果准确!既省时又节约人

力-物力且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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