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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 lOs／U
．能达到预防效果。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 ．观察组输J0【不良反应率 

0．77％。对照组输血不良反应率 13．15％，P<O．O1存 

在显著性差异 未去白细胞输血不良反应率比临床 

输血反应综合数据(约为 2～10％)I’】高，这是因为本 

文资料采用的是反复多次输m患者，反复多次输血 

患者反复输人含有白细胞的同种异体血液，导致产 

生多种免疫性抗体 输血不良反应的原因除了受者 

体内的 HLA同种免疫反应外．还与血液储存过程中 

释放活性物质如细胞因子、脂质、补体和组胺等有 

密切关系121 从表中看出观察组仍有一定的输血不 

良反应率 0．77％，据报道如果选择保存 7d内翻的红 

细胞悬液进行去白能够进一步减低输血不良反应。 

反复多次输J0【患者由于病程长．及疾病本身的复杂 

性．常导致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系统及各种 

屏障的免疫功能明显低下。刘加军等【4J研究表明去 

白细胞输血能显著的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改 

善机体的免疫状态．是一种较常规输血更为有效的 

ian~i j．Med Lab Sci．October 2005，Vol 23，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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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汉等认为去白细胞输血不仅可以预防和减 

少输血不良反应的同时．提出了去白细胞输J皿显著 

地降低了手术并发症和非手术并发症、院内感染发 

生率、术后死亡率，去白细胞输血有效地优化了临 

床治疗，提高了临床整体医疗质量15]。可见去白细胞 

输血的深远临床意义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 

f特别感谢杭州邵逸夫医院血库刘志伟主任指 

导和提供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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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ex XE一2100检测血小板极度增加标本一例 
舒旷怡 陈小剑 叶映月 

中图分类号 R446．1l 1．R331．1’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0023(2005)05-0434--01 

我们碰到血小板极度增加的病人一例．同时使用 Sysmex 

XE一2100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XE一2100)电阻抗法和 

光学法进行测定．并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测定血小板的 

参考方法 (手工法)进行计数。 

病例与结果：患者，女，3l岁，2004年 lO月 12日来我院 

就诊。主诉为腹痛腹泻一月。体检心肺阴性，腹平软．无压痛 

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 ，肠呜音无亢进 ．个人史家族史无特 

殊，初诊肠炎。实验室检查结果：白细胞为9．59 X 109／L：红细 

胞为 3．82 X 10。2／L；电阻抗法检测血小板为 2994 X IOYL，光学 

法 检 测 血 小 板 为 4170 X 109／L；MPV=8．7[1．PDW=9．3％ ． 

P—LCR=I4．70％。谷丙转氨酶 14．0U／L，谷草转氨酶 19．0U／L． 

碱性磷酸酶 32U／L，总蛋白64． L'白蛋白23．1g／L。粪便镜检 

结果为阴性。B超结果显示肝胆脾胰未见异常。使用 

XE一2100的原装稀释液 EPK对其进行 lO倍稀释后．重新测 

定其血小板数量．并同时使用光学法对其进行矫正。稀释后 

检测，并将结果重新换算 ．光学法结果为：3920 X IOYL．而电 

阻抗法结果为2880 X 109／L，由于两者相差极大．我们由两名 

有经验的主管检验师采用双盲法进行平行人工计数 ．为 

3040 X 10YL，结果更接近电阻抗法。观察血小板直方图发现 

作者单位：325027 浙江省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个案报告· 

在前方见有高而窄的一个峰。在后面曲线较平稳。MPV=7．7fl， 

PDW=9．30％．显示存在均一的小血小板。油镜下见到满视野 

的血小板，体积偏小，未见血小板有聚集现象。骨髓象显示髓 

系增生活跃 ．血小板极多见 。临床诊断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 

症。 

讨论：1．XE一2100检测血小板 ．稀释前后结果无明显差 

异。显示线性范围较宽。2．XE一2100可以同时使用光学法和 

电阻抗法进行血小板测定。电阻抗法是根据细胞体积大小产 

生的电脉冲大小来进行计数，方法较稳定．重复性较好。因为 

光学法是采用荧光对 RNA进行染色．当标本中存在大血小 

板，小红细胞。细胞碎片以及一些血小板团的情况下，使用光 

学法更能对其进行矫正。对于此例血小板极度增加 ，体积较 

小的标本，电阻法结果更加接近参考方法．原因有待进一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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