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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检查在血常规检验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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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血常规检验过程中，实施形态学检查的临床效果。方法 研究在 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期间开展，研究对象均接受血常规检验，数量为 120 例，根据检查结果分为两组，结果正常为对照组，结果

异常为研究组，对两组实施形态学检查，统计检查结果。结果 研究组检查结果异常概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血常规检验过程中，形态学检查可以作为辅助诊断手段，以获取更加准确的血常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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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in the routine bloo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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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routine blood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from April 2023 to April 2024. All the study subjects received routine 
blood test, and the number was 120 cas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abnormal results were study groups, and statistical test results were obtained. Results The probability of 
abnormal finding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blood 
routine blood test, morphological test can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diagnostic method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blood routine 
blood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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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疗器械和诊断方式被研发并

投入至临床使用，在为患者诊断治疗的过程中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血常规检验，作为临床医学领域中不可或缺

的基础筛查手段，其重要性体现在对各类疾病诊断、治

疗过程监测以及预后评估的全方位价值上[1]。这一检验

项目涵盖了红细胞（RBC）、白细胞（WBC）及血小板

（PLT）等主要血细胞参数的量化分析，通过对这些关

键指标的数量变化、形态特征以及内部结构细微差别的

深入观察与精确测定，能够为临床医生提供大量宝贵且

相对隐匿的诊断线索[2]。形态学检查正是血常规检验中

这一关键环节的体现，它主要依赖于显微镜下的细致观

察和专业的形态学分析技术。 
通过形态学检查，血细胞的大小、形态异常、胞质

改变、核异常等细微变化得以直观展现，这些特征往往

能反映出骨髓造血功能的状态揭示贫血、出血、白血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一系列疾病的潜在存在及其进

展程度[3]。 
本文为了使得患者在接受临床检验时取得的检验

结果准确可靠，深入剖析在血常规检验过程中，形态学

检查的实际临床应用效果及其潜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起于 2023 年 4 月，止于 2024 年 4 月期

间，研究对象为 120 例接受血常规检验的患者，其中研

究组共计 60 例，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21－76 岁，

平均（43.28±0.42）岁。对照组共计 60 例，男 31 例，

女 29 例；年龄 21-78 岁，平均（43.41±0.33）岁。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检测仪器选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研究对象需要

采集 2ml 静脉血进行检验，使用 EDTA-K2 对收集样本

进行抗凝处理，检测血小板、白细胞、血红蛋白、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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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等指标 
1.3 观察项目 
比较两组形态学检查结果异常率，并对两组患者检

查结果中存在异常的项目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6.0 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当 P 值在 0.05 以下时说明对比差

异显著。 
2 结果 
2.1 比较检查结果异常率差异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检查结果异常率分别为：15.00%

（9/60）、35.00%（21/60）研究组检查结果异常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2.2 两组检查异常项目比较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检查异常项目统计表 

检查项目 研究组（n=60） 对照组（n=60） 

白血病 0（0.00） 1（1.67） 

中性粒细胞核左移 1（1.67） 2（3.33） 

中性粒细胞核右移 0（0.00） 1（1.67） 

中性粒细胞毒性变化  1（1.67） 2（3.33） 

中性粒细胞缺乏 0（0.00） 1（1.67） 

嗜酸粒细胞增高 1（1.67） 1（1.67） 

嗜碱性粒细胞增高  0（0.00） 1（1.67） 

单核细胞增高 1（1.67） 1（1.67） 

淋巴细胞增高 1（1.67） 2（3.33） 

血小板假性异常  1（1.67） 2（3.33） 

红细胞有形态变化 1（1.67） 2（3.33） 

有核红细胞  1（1.67） 3（5.00） 

异形淋巴细胞（≥10%）  0（0.00） 1（1.67） 

其他 1（1.67） 1（1.67） 

合计 9（15.00） 21（35.00） 

 
3 讨论 
血常规在临床上应用得较为广泛，临床医师可以通

过检测结果判断患者的患病情况以及后期治疗的效果，

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4]。在对患者血液实施

血常规检查时，具体的检验方式类型较多，并且每种检

验方式均具有其独特的临床应用优势，其中血液学检测

技术与细胞学检测技术较为常见[5]。血常规检验是血液

检验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但血液细胞形态检查在血常规

检验中占主导地位，更是对患者病情进行精确诊断必不

可少的环节。形态学检查主要包括外周血细胞形态学和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这一检查方法将血液或骨髓液制

成涂片，经过干燥、固定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进行分

类计数和形态观察[6]。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直观地确定

血细胞的数量，并评估其质量，包括细胞的形态内部结

构变化等。 

有学者研究发现[7-8]，形态学检查在急性感染或疾病

进展时，通过对不同血液标本的检测来判断疾病的进程。

例如，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OS）的诊断中，形态

学检测是重要的检查方法之一。通过对骨髓穿刺标本进

行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查，可以判断是否有 MDS 的

发生，并了解其发病机制。对于已经确诊的 MDS 患者，

形态学检查还可用于评估病情进展和治疗效果。在红细

胞增多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特发性血小板增

多症（ET）等特殊疾病的辅助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例如，PV 的特征是红细胞和白细胞异常增

多，伴有血小板总数减少和脾脏增大通过形态学检查可

以观察到红细胞数量增多、体积增大和畸形等典型变化

为诊断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形态学检查还可用于指导

治疗方案的选择。例如，在白血病患者的治疗中，通过

观察不同细胞形态学改变来评估诱导分化治疗或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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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的疗效。形态学检查的结果可以为临床医生提

供治疗方案的调整依据，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尽管形态学检查在血常规检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它是识别异常细胞形态、筛查潜在疾病的第一

道防线，但其操作程序相对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较为繁琐，且需要人工干预的步骤较多，这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检测的整体效率。在临床实践中，考虑到效率

与准确性的双重需求，通常会将形态学检查与现代检测

技术如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结合起来使用。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通过高度集成的自动化设备，能够快速、准确

地检测出血常规中的各项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红细胞计

数、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以及血红蛋白浓度等关键

参数[9]。这些数据对于初步判断受检者的血液系统状况

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筛查贫血、感染、出血等疾病

具有快速筛查的作用。形态学检查则侧重于对血细胞的

形态结构进行详细观察和分析。它不仅可以验证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的结果，确保仪器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还能揭示出仪器无法捕捉到的细微形态变化，如

异型红细胞、畸形血小板等，这些信息对于诊断某些特

定疾病具有决定性意义[10]。两者的有机结合互补，既保

证了血常规检验的高效率，又确保了诊断结果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这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血常规检验的整体质

量，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为全面、精确的诊断依据，从

而有助于及时、准确地治疗相关疾病。本次研究在血常

规检验中实施形态学检查，通过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

行诊断，发现血常规诊断异常的研究组患者，形态学检

查结果异常的概率高于对照组（P＜0.05），可见利用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实施形态学检查可以作为辅助手段

应用于血常规诊断过程中，提高血常规诊断准确率。分

析其原因，传统血细胞涂片染色检验操作繁琐，检测效

率低，形态学检查则是在光镜下观察，能够直观确定细

胞数量，并进行质量评估，有效观察血细胞形态与内部

结构的变化，可显著降低血常规相关指标的漏检率，提

升结构检测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实验选取研究对象的数量较少，

因此在后期需要进行总结，探索更多样本容量的研究结

果。本调研通过初步探索证实，形态学检查在血常规检

验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通过形态学检查可以直

观观察血细胞的数量、形态及内部结构变化，为疾病的

诊断、分期、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因此，在

临床实践中应重视形态学检查的应用，以充分发挥其在

血常规检验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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