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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是一种重要的检测方法，在很多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血常规检验主要是对红

细胞、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等指标进行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分析患者身体状况，进而辅助诊断疾病。目前，

血常规检验中常用的方法是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具有检

测快速、操作简单等优势，能大大提高血常规检验效率 [1]。

不过，仪器检测也有一定的弊端，如对于血细胞形态无法

准确识别，因而具有一定的限制。血涂片细胞形态学能够

很好的弥补这一不足，进而得到更为准确的检验结果。基

于此，论文选取 2019年 3月—2020年 3月收治的血常规检

验患者 108例，研究了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血涂片细胞

形态学在血常规检验中的价值。

选取 2019年 3月—2020年 3月收治的血常规检验患

者 108例，其中男性患者 56例、女性患者 52例，年龄在

24~72岁，平均年龄为（40.7±5.2）岁。

纳入标准：均为到院行血常规检验的患者，对本研究

均知情同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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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血涂片细胞形态学在血常规检验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3月—2020年3月收治的
血常规检验患者108例，分别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和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比较两种检查方法的结果。结果：血涂
片细胞形态学检测检出阳性率为92.59%，高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79.63%，有显著差异（P＜0.05）。血涂片细胞形态
学检测对嗜碱性粒细胞检出率为12.96%，高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3.70%，有显著差异（P＜0.05）；两种方法在单核细
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检出率上相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在血常规检验中，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与血涂片细胞形态学都是常用的检查方法，二者均有一定的优劣势。在临床上可采取两种方法联合检验的措
施，可互相弥补缺陷，进一步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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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近期内服用过影响血液指标的药物，妊娠

期或哺乳期，合并传染性疾病，有认知沟通障碍。

所有患者分别行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和血涂片

细胞形态学检测。使用迈瑞 BC-6800Plus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及相应的配套检测试剂，进行仪器检测；使用奥林巴斯

CX23LEDRFS1C型双目光学显微镜，珠海贝索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刘氏染液染色处理，进行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

所有患者均在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 2mL，用真空

抗凝管保存，均匀混合后送检。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中，先检查仪器运行状况，确认状态正常。严格遵循说明书

操作方法进行血液标本处理与检测，如需使用抗凝剂，可选

择 EDTA-K2，测量后自动生成和打印分析报告。血涂片细胞

形态学检测中，在载玻片上滴加 1滴血液样本，自然晾干后，

用染色液染色处理 [2]。然后冲洗载玻片，晾干后用双目光学

显微镜检测，对血细胞的形态、数量、分类进行观察和记录。

比较两种检查方法的结果。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结果，与白细胞分类、计数，血小板计数一致，有核细胞、

红细胞形态学、血小板发生中度以上改变，有核左移、血小

板凝聚、未成熟粒细胞、原始细胞出现，或寄生虫、中毒颗

粒显现，结果为阳性。

对研究得到的数据，采用 SPSS20.0统计处理，用均数

±标准差和数或率的形式，代表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并

用 T和卡方检验，P＜ 0.05，有统计学意义。

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检出阳性率为 92.59%，高于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的 79.63%，有显著差异（P＜ 0.05），见表 1。

组别 阳性 阴性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86（79.63） 22（20.37）

血涂片细胞形态学 100（92.59） 8（7.41）

x2值 6.542 6.542

P值 0.011 0.011

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对嗜碱性粒细胞检出率为

12.96%，高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 3.70%，有显著差异

（P＜ 0.05）；两种方法在单核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检出率上相比，均无显著差异（P＞ 0.05），

见表 2。

血常规检验是当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检查项目，根

据各项血液成分分析结果，可以辅助诊断和治疗疾病，具有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血常规检验中，常用方法主要包括了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等，两种

方法各自具有不同的优缺点 [3]。其中，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检测使用专业仪器，借助光学原理及电学原理，检验分析血

液成分。其优势在于操作简单方便，检测速度快，重复性好，

能够避免人为因素引起的误差。不过，由于人体细胞形态比

较复杂，而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无法准确筛查异常细胞，进

而导致检测结果受到影响。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是一种传

统的检查方法，准确率更高，且能够筛查出异常形态细胞。

不过该方法操作过程比较烦琐，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偏差。论文研究结果显示，血涂片细胞形

态学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有显著差异

（P＜ 0.05），可见血涂片细胞形态学检测的准确率更高 [4]。

不过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效率更高，因此在临床血常

规检验当中，可以先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初步筛查，

对结果存在异议或符合复检条件的基础上，再利用血涂片细

胞形态学方法进行复检。通过对两种方法的联合应用，能够

有效弥补各自的缺陷，提高血常规检验效率和效果，保证检

验结果准确可靠 [5]。

综上所述，在血常规检验中，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

血涂片细胞形态学都是常用的检查方法，二者均有一定的优

劣势。在临床上可采取两种方法联合检验的措施，可互相弥

补缺陷，进一步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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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单核细胞 淋巴细胞 中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嗜碱性粒细胞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18（16.67） 4（3.70） 52（48.15） 10（9.26） 4（3.70）

血涂片细胞形态学 14（12.96） 6（5.56） 56（51.85） 10（9.26） 14（12.96）

x2值 0.330 0.105 0.167 0.055 4.909

P值 0.566 0.746 0.683 0.814 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