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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在血液系统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倪海萍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人民医院  云南开远 

【摘要】目的 分析临床检测血液系统疾病患者期间予以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的应用效果探究。方法 
选取我院临床诊治患者 200 例，作为临床分析案例，研究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截止，期

间将研究纳入患者依照其诊断方式进行分组，对照组、研究组各 100 例，对照组予以血液常规检测，研究

组予以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比较症状检出率、外周血形态异常表现、病症评估价值。结果 研究组检测准

确率比较对照组，研究组检测效果较为明显，研究组检测敏感度、特异性、准确度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

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检测血液系统疾病期间予以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效果极为

显著，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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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 morphology in the diagnosis of hemat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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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 morphology detection during 
clinical detection of patients with blood system diseases. Methods 200 patients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clinical analysis cases. The starting and ending time of the study was from January 2021 
to June 2022.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atients included in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diagnostic methods. There were 10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100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blood tests,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morphological tests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s. 
The detection rate of symptoms, abnormal manifestations of peripheral blood morphology, and disease evaluation 
value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tection accuracy of the study group was 
more obvious, and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s during 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of blood system diseases is extremely 
effective an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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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检测模式中，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模

式临床诊断效果极为显著[1]，加之临床医疗科技的

不断完善，相关检测仪器精度的不断提升，临床检

测期间应用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模式能够通过显微

镜，将其细胞形态、特征进行有效筛查[2]，尤其对

于类似贫血、发热、出血等病因无法探查的情况，

效果更加显著[3]。因此，为了全面提高临床疾病的

诊断效果，我院选取 200 例患有血液系统疾病患者，

予以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进行临床诊断，具体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纳入我院诊治患者 200 例，将研究纳

入患者依照检测模式进行分组，每组 100 例，对照

组男 62 例，女 38 例，年龄 25 岁～68 岁，均数年

龄（47.68±2.69）岁，研究组男 58 例，女 42 例，

年龄 23 岁～69 岁，均数年龄为（47.89±2.52）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性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https://ijim.oajrc.org/�


倪海萍                                                      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在血液系统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 28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血液生化检测，取患者肘静脉

血作为临床检测标本，使用全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

（AU-5800）及相关配套试剂，进行标本检测工作，

同时临床操作期间，确保全程室内质控，并严格依

照仪器操作指南进行。 
研究组予以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取患者一滴

外周静脉血作为研究标本，置于玻璃器皿中，并将

其制作成为血涂片，同时将其血涂片置于染色架上，

经瑞氏染液 A 液覆盖，静置 40s 左右，以磷酸盐 1.5：
1 的比例进行缓冲，待 12min～15min 染色完成后，

进行显微镜检测，并详细记录红细胞、白细胞、血

小板等检测情况。预后情况，两组均予以相同治疗

模式，以实际治疗结果作为金标准，分别对其患者

症状情况，预后情况进行预测，结合病症诊断标准，

比较出两组患者评估情况，并分析出不同检测模式

敏感性、特异度、准确度等。 
1.3 评价指标 
本次临床研究期间各项指标情况、数值等，均

由我院相关科室内工作人员进行详细记录。并统计

出两组患者不同检测模式中外周血液细胞形态异常

情况，并分析出研究组患者不同症状外周血细胞分

布情况，并比较出两组患者预后价值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数据使用（SPSS26.0）软件进行分析，统

计资料使用（ x ±s）表示，计数使用（%）表示，

检测采用χ2表示，当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当 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应用不同检测模式对其外周血细胞形

态检测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血小板异常情况相比较，结果分别为

（18.00%，18/100）、（8.00%，8/100），研究组

患者血小板异常情况较为明显，n=100，χ2 值

=4.4209，P 值=0.0355。对照组患者白细胞异常情况

（46.00%，46/100）与研究组患者白细胞异常情况

（60.00%，60/100）相比较，研究组白细胞异常情

况较高，n=100，χ2 值=3.9342，P 值=0.0473。研究

组患者红细胞异常情况（19.00%，19/100）与对照

组患者红细胞异常情况（9.00%，9/100）相比较，

研究组红细胞异常情况高于对照组，n=100，χ2 值

=4.1528，P 值=0.0415。研究组患者累积总异常情况

（97.00%，97/100）、漏诊率为（3.00%，3/100）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累积总异常情况（63.00%，

63/100）、漏诊率为（37.00%，37/100），n=100，
χ2 值=36.1250，比较临床相关数据（P＜0.05）统计

学意义成立。 
2.2 研究组患者不同疾病症状外周血细胞异常

情况 
研究组患者共计 100 例患者，其中淋巴瘤患者

9 例[其中红细胞异常（0.00%，0/9）、中粒细胞异

常（0.00%，0/9）、淋巴细胞异常（100.00%，9/9）、

血小板异常（0.00%，0/9）]，贫血患者 19 例[其中

红细胞异常（84.21%，16/19）、中粒细胞异常

（10.53%，2/19）、淋巴细胞异常（0.00%，0/19）、

血小板异常（0.00%，0/19）]，白血病患者 14 例[其
中红细胞异常（14.28%，2/14）、中粒细胞异常

（7.14%，1/14）、淋巴细胞异常（78.57%，11/14）、

血小板异常（0.00%，0/14）]，感染患者 38 例[其中

红细胞异常（5.26%，2/38）、中粒细胞异常（89.48%，

34/38）、淋巴细胞异常（5.26%，2/38）、血小板异

常（0/38）]，出血性疾病患者 20 例[其中红细胞异

常（0.00%，0/20）、中粒细胞异 常（0.00%，0/20）、

淋巴细胞异常（0.00%，0/20）、血小板 异常（90.00%，

18/20）]，由此能够得出，患有血液系统类疾病患者

中，感染类疾病主要因素为中粒细胞异常；出血性

疾病主要因素为血小板异常导致；贫血类疾病主要

因素为红细胞异常导致；白血病主要因素为淋巴细

胞异常导致；淋巴瘤主要表现为淋巴细胞异常导致。 
2.3 两组患者预后评价情况对比 
以患者临床实际预后情况作为金标准，研究组

患者预后效果为（78/100）比较对照组患者预后效

果（83/100），研究组各项敏感性、特异度、准确

度等指标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详情见表 1。 
3 讨论 
随着临床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临床上各类检

测仪器，能够显著诊断不同症状诊断效果[4-5]，血液

分析仪临床应用期间，虽然能够全面的了解多项细

胞检测结果、参数等情况，但此类检测，仍无法全

部代替显微镜对其细胞变化的观察情况，因此，外

周血细胞形态检测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显著价值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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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预后效果比较[n（%），例] 

金标准 
对照组 研究组 

预后良好 预后不佳 预后良好 预后不佳 
预后良好 54 29 66 12 
预后不佳 12 5 17 5 

敏感性（%） 65.06 84.61 
特异度（%） 29.41 77.27 
准确性（%） 59.00 71.00 
 
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能够通过显微镜进行放

大，并对其细胞染色质情况、细胞形态等内部实际

结构进行详细检测，以此，能够弥补血液分析仪的

不足之处，为其临床诊断血液类疾病症状提供可靠

的依据[8-9]。经研究，研究患者诊断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漏诊率较低，少于对照

组患者，由此能够得出，临床应用外周血细胞形态

检测准确率较高，优于血常规检测。同时临床通过

对其不同患者外周血细胞形态进行检测，并分析得

出感染类疾病主要因素为中粒细胞异常（89.48%）；

出血性疾病主要因素为血小板异常导致（90.00%）；

贫血类疾病主要因素为红细胞异常导致（84.21%）；

白血病主要因素为淋巴系统异常导致（78.57%）；

淋巴瘤主要表现为淋巴细胞异常导致（100.00%）。

研究组患者敏感性为（84.61%）、特异 度为（77.27%）、

准确度为（71.00%），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敏感性为

（65.06%）、特异度为（29.41%）、准确度为（59.
00%），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临床诊断患有血液系统疾病患者期

间予以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测，效果极为明显，能够

有效诊断出患者血液系统中存在病症情况，同时能

够以此作为临床诊断依据，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治疗

效果，以此保障患者生命健康，临床应用价值极为

显著，值得临床广泛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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