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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从 2001 年开始正式实施。考试通过后可取得相应

的专业技术资格，各用人单位以此作为聘任相应技术职务的必要依据。2003 年，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与护理学专业初级（士）资格考试并轨。目前，该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考

试时间、统一考试大纲、统一考试命题、统一合格标准的考试制度，已经覆盖医、药、护、

技 4个系列的 114个专业，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逾百万。各专业考试的通过率略有不同，一

般为 50%左右。实际的考试中一般会有 5%左右的超大纲考题，具有一定难度。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复习，我社近年来组织了权威专家，联合历届考生，对考试

的命题规律和考试特点进行了精心分析研究，严格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出版了这套全国初、

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用书，共 3大系列，分别为《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系

列、《模拟试卷及解析（纸质版）》系列、《模拟试卷及解析（网络学习版）》系列，针对护理、

药学等考生人数较多的专业，还出版了单科考试辅导、押题试卷等图书，共 163个品种，覆

盖 102个考试专业。根据全国广大军地考生的需求，经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认可，作为全国

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含部队）的指定辅导用书。 

《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含部队）指定辅导用书》紧扣考试大纲，内容的

安排既考虑知识点的全面性，又结合考试实际，突出重点、难点，在编写形式上力求便于考

生理解和记忆，使考生在有限时间内扎实掌握大纲所要求的知识，顺利通过考试。 

《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系列共有 12本，覆盖 36个考试专业。这个系列的突出特

点，是分析了历年两千道考试题，串讲历年考点，把握考试命题方向，有针对性地对考点知

识进行详尽叙述。 

《模拟试卷及解析（纸质版）》系列是针对专业人数较多的 39个专业出版的，共有 31个

品种。每个专业有 6 套卷，2400 题。这个系列的突出特点，是试题质量非常高，贴近真实

考试的出题思路及出题方向。 



 

 

《模拟试卷及解析（网络学习版）》系列共有 100个品种，对应 100个考试专业。每个专

业有 4 套卷，1600 题。其突出的特点，是专业相当齐全。考虑到部分专业每年考生数量太

少，无法出版纸质书和纸质试卷的情况，《模拟试卷及解析（网络学习版）》系列满足了这些

专业考生的特殊需求。同时，针对从 2009 年开始临床医学、全科医学、中医类、计划生育

等 65 个专业采用人机对话考试形式的新情况，《模拟试卷及解析（网络学习版）》采用了真

实考试的人机对话界面，高度仿真，考生可提前感受与适应考试的真实环境，从而有助于提

高考试通过率。同一个专业纸质版与网络学习版试卷中的试题不同，其复习参考价值都非常

重要。为了达到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效果，建议两者结合使用。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护士条例》的有关精神，2008 年开始，允许在校应届毕业生参加

当年的护士执业考试。为此，我们专门为参加护理专业初级（士）与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考

生准备了一套《护考急救包》。近两年，该《护考急救包》与现场培训相结合，许多院校的

考试通过率高达 95%，部分部队医院的培训通过率甚至达到了 100%，远高于全国的整体通

过率。 

本套考试用书对知识点的把握非常准，试题与真实考试的符合率非常高，许多考生参加

考试之后对本套考试用书的质量给予了高度认可。考生通过考试之后的无比欣喜和对我们出

版工作的由衷感谢、支持，是鼓励我们不断努力把考试产品做得更好的不竭动力。 

本次印刷的版本在出版前，我们又组织了各学科的专家对所有试卷进行仔细审读，对上

一个版本中存在的个别错误进行了修正。但由于编写及出版的时间紧、任务重，书中如仍有

不足，请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含部队）的指定辅导

用书。全书按照最新考试大纲的要求，在分析了历年考试题、认真总结考

试的命题规律后精心编写而成。在编写结构上分为正文和历年考点串讲两

部分，正文部分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展开，既考虑到知识点的全面性，又

突出重点，对常考或可能考的知识点详细叙述，对重要的关键词以黑体字

的形式表示；历年考点串讲部分列出了该考试单元（细目）的历年考试频

率，提示应该掌握的重点内容，并将该考试单元（细目）历年考过的试题

以串讲的形式列出，简明扼要，提示考生一定要熟记这部分的内容。本书

紧扣考试大纲，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准确把握考试的命题方向，有的放

矢，是复习应考的必备辅导书。 

此外，与本书配套出版的还有《模拟试卷及解析（纸质版）》和《模

拟试卷及解析（网络学习版）》，纸质版有 6套卷（2 400题），网络学习版

有 4套卷（1 600题）。 

 



目  录 

·1· 

目  录 
 

第一部分  临床检验基础 ................................................................................................................ 1 

第 1单元  血液样本采集和血涂片制备 ................................................................................ 1 

第 2单元  红细胞检查 ............................................................................................................ 5 

第 3单元  白细胞检查 .......................................................................................................... 15 

第 4单元  血液分析仪及其临床应用 .................................................................................. 21 

第 5单元  血型和输血 .......................................................................................................... 25 

第 6单元  尿液生成和标本采集及处理 .............................................................................. 31 

第 7单元  尿理学检验 .......................................................................................................... 34 

第 8单元  尿有形成分检查 .................................................................................................. 38 

第 9单元  尿液化学检查 ...................................................................................................... 45 

第 10单元  尿液分析仪及其临床应用 ................................................................................ 56 

第 11单元  粪便检验 ............................................................................................................ 61 

第 12单元  脑脊液检验 ........................................................................................................ 67 

第 13单元  浆膜腔积液检验 ................................................................................................ 73 

第 14单元  精液检查 ............................................................................................................ 78 

第 15单元  前列腺液检查 .................................................................................................... 82 

第 16单元  阴道分泌物检查 ................................................................................................ 84 

第 17单元  羊水检查 ............................................................................................................ 85 

第 18单元  痰液与支气管灌洗液检验 ................................................................................ 89 

第 19单元  胃液和十二指肠引流液检验............................................................................. 91 

第 20单元  脱落细胞检查 .................................................................................................... 94 

第二部分  临床血液学检验 ........................................................................................................ 105 

第 1单元 绪  论 ................................................................................................................ 105 

第 2单元 造血与血细胞分化发育 .................................................................................... 105 

第 3单元 骨髓细胞学检查的临床意义 ............................................................................ 109 

第 4单元 常用血细胞化学染色的临床应用..................................................................... 115 

第 5单元 血细胞超微结构检查的临床应用..................................................................... 120 

第 6单元 血细胞染色体检查的临床应用 ........................................................................ 122 

第 7单元 贫血概述 ............................................................................................................ 124 

第 8单元  溶血性贫血的实验诊断 .................................................................................... 127 

第 9单元  红细胞膜缺陷性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130 

 



2015临床医学检验学及技术（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2· 

第 10单元  红细胞酶缺陷性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 133 

第 11单元  血红蛋白异常所致的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 135 

第 12单元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 138 

第 13单元  铁代谢障碍性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 141 

第 14单元  脱氧核苷酸合成障碍性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 145 

第 15单元  造血功能障碍性贫血及其实验诊断 ............................................................... 146 

第 16单元  白血病概述....................................................................................................... 149 

第 17单元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及其实验诊断 ............................................................... 152 

第 18单元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 153 

第 19单元  慢性白血病及其诊断 ....................................................................................... 160 

第 20单元  特殊类型白血病及其实验诊断 ....................................................................... 162 

第 21单元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及其实验诊断 ............................................................... 165 

第 22单元  恶性淋巴瘤及其实验诊断 ............................................................................... 167 

第 23单元  浆细胞病及其实验诊断 ................................................................................... 168 

第 24单元  骨髓增生性疾病及其实验诊断 ....................................................................... 170 

第 25单元  恶性组织细胞病及其实验诊断 ....................................................................... 174 

第 26单元  其他白细胞疾病及其实验诊断 ....................................................................... 175 

第 27单元  类脂质沉积病及其实验诊断 ........................................................................... 177 

第 28单元  血栓与止血的基本理论 ................................................................................... 178 

第 29单元  检验基本方法 ................................................................................................... 185 

第 30单元  常见出血性疾病的实验诊断 ........................................................................... 201 

第 31单元 常见血栓性疾病的实验诊断 ........................................................................... 208 

第 32单元 抗凝与溶栓治疗的实验室监测 ....................................................................... 210 

第 33单元 出凝血试验的自动化 ....................................................................................... 211 

第三部分  临床化学 .................................................................................................................... 213 

第 1单元  绪论 .................................................................................................................... 213 

第 2单元  糖代谢紊乱及糖尿病的检查 ............................................................................. 214 

第 3单元  脂代谢及高脂蛋白血症 ..................................................................................... 224 

第 4单元  血浆蛋白质检查................................................................................................. 231 

第 5单元  诊断酶学 ............................................................................................................ 236 

第 6单元  体液平衡紊乱及其检查 ..................................................................................... 241 

第 7单元  钙、磷、镁代谢与微量元素 ............................................................................. 248 

第 8单元  治疗药物监测..................................................................................................... 252 

第 9单元  心肌损伤的生化标志物 ..................................................................................... 257 

第 10单元  肝胆疾病的实验室检查 ................................................................................... 260 

第 11单元  肾功能及早期肾损伤的检查 ........................................................................... 265 



目  录 

·3· 

第 12单元  胰腺疾病的检查 .............................................................................................. 269 

第 13单元  内分泌疾病的检查 .......................................................................................... 272 

第 14单元  临床化学常用分析技术 .................................................................................. 277 

第 15单元  临床化学自动分析仪 ...................................................................................... 281 

第四部分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 ........................................................................................ 283 

第 1单元  免疫学概论 ........................................................................................................ 283 

第 2单元  抗原抗体反应 .................................................................................................... 295 

第 3单元  免疫原及抗血清制备 ........................................................................................ 298 

第 4单元  单克隆抗体 ........................................................................................................ 300 

第 5单元 凝集反应 ............................................................................................................ 303 

第 6单元 沉淀反应 ............................................................................................................ 305 

第 7单元 免疫电泳技术 .................................................................................................... 307 

第 8单元 放射免疫分析和免疫放射分析 ........................................................................ 309 

第 9单元 荧光免疫技术 .................................................................................................... 311 

第 10单元 酶免疫技术 ...................................................................................................... 314 

第 11单元 生物素-亲和素免疫放大技术 ......................................................................... 317 

第 12单元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 .......................................................................................... 319 

第 13单元 免疫细胞分离检测技术 .................................................................................. 323 

第 14单元 吞噬细胞功能检测及应用 .............................................................................. 326 

第 15单元 细胞因子测定及应用 ...................................................................................... 327 

第 16单元 细胞黏附分子测定及应用 .............................................................................. 329 

第 17单元  免疫球蛋白检测及应用 .................................................................................. 330 

第 18单元  循环免疫复合物检测及应用........................................................................... 333 

第 19单元  补体检测及应用 .............................................................................................. 334 

第 20单元  自身抗体检测及应用 ...................................................................................... 337 

第 21单元  MHC与 HLA检测及应用 .............................................................................. 340 

第 22单元  流式细胞仪分析技术及应用........................................................................... 342 

第 23单元  免疫自动化仪器分析 ...................................................................................... 344 

第 24单元  免疫学检验的质量管理 .................................................................................. 348 

第 25单元  超敏反应性疾病及其免疫检测....................................................................... 349 

第 26单元  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免疫检测....................................................................... 353 

第 27单元  免疫增殖性疾病及其免疫检测....................................................................... 357 

第 28单元  免疫缺陷性疾病及其免疫检测....................................................................... 361 

第 29单元  肿瘤免疫及其免疫检测 .................................................................................. 364 

第 30单元  移植免疫及其免疫检测 .................................................................................. 367 



2015临床医学检验学及技术（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4· 

第五部分  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检验 ......................................................................................... 371 

第 1单元  绪论 .................................................................................................................... 371 

第 2单元  细菌的形态与结构 ............................................................................................. 372 

第 3单元  细菌的生理......................................................................................................... 375 

第 4单元  细菌的分布......................................................................................................... 378 

第 5单元  外界因素对细菌的影响 ..................................................................................... 379 

第 6单元  细菌的遗传与变异 ............................................................................................. 381 

第 7单元  微生物的致病性与感染 ..................................................................................... 384 

第 8单元  细菌的分类与命名 ............................................................................................. 390 

第 9单元  微生物学检验概述 ............................................................................................. 392 

第 10单元  细菌形态学检查法 ........................................................................................... 396 

第 11单元  培 养 基 ........................................................................................................... 398 

第 12单元  细菌的培养与分离技术 ................................................................................... 400 

第 13单元  细菌的生物化学试验 ....................................................................................... 402 

第 14单元  血清学试验....................................................................................................... 407 

第 15单元  动物实验........................................................................................................... 408 

第 16单元  菌种保存与管理 ............................................................................................... 409 

第 17单元  微生物商品化、自动化检验 ........................................................................... 409 

第 18单元  病原性球菌及检验 ........................................................................................... 410 

第 19单元  肠杆菌科及检验 ............................................................................................... 414 

第 20单元  弧菌科及检验 ................................................................................................... 421 

第 21单元  弯曲菌属和幽门螺杆菌及检验 ....................................................................... 424 

第 22单元  厌氧性细菌及检验 ........................................................................................... 425 

第 23单元  需氧或兼性厌氧革兰阳性杆菌及检验 ........................................................... 430 

第 24单元  分枝杆菌属及检验 ........................................................................................... 432 

第 25单元  非发酵菌及检验 ............................................................................................... 434 

第 26单元  其他革兰阴性杆菌及检验 ............................................................................... 436 

第 27单元  衣原体及检验 ................................................................................................... 437 

第 28单元  立克次体及检验 ............................................................................................... 439 

第 29单元  支原体及检验 ................................................................................................... 441 

第 30单元  病原性放线菌及检验 ....................................................................................... 443 

第 31单元  螺旋体及检验 ................................................................................................... 444 

第 32单元  病毒感染的实验诊断 ....................................................................................... 447 

第 33单元  真菌检验........................................................................................................... 460 

第 34单元  临床标本微生物学检验概述 ........................................................................... 465 

第 35单元  细菌对药物的敏感试验 ................................................................................... 469 

第 36单元  医院感染........................................................................................................... 475 



目  录 

·5· 

第 37单元  临床细菌检验的质量控制与实验室安全防护 ............................................... 477 

第六部分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 ................................................................................................ 480 

第 1单元  临床实验室的定义、作用和功能..................................................................... 480 

第 2单元  临床实验室管理特性 ........................................................................................ 481 

第 3单元  临床实验室管理过程 ........................................................................................ 482 

第 4单元  临床实验室管理的政府行为 ............................................................................ 483 

第 5单元  临床实验室认可 ................................................................................................ 484 

第 6单元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概论 ................................................................................ 486 

第 7单元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 ................................................................................ 489 

第 8单元  质量管理文件编写 ............................................................................................ 491 

第 9单元  分析前质量保证 ................................................................................................ 494 

第 10单元  临床实验室检测系统、溯源及不确定度 ....................................................... 497 

第 11单元  临床检验方法评价 ........................................................................................... 507 

第 12单元  室内质量控制 .................................................................................................. 515 

第 13单元  室间质量评价 .................................................................................................. 522 

第 14单元  分析后质量保证 .............................................................................................. 526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资格考试试题回顾

 ....................................................................................... 529 

答案

 ........................................................................................................................................ 54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分  临床检验基础 

·1· 

第一部分  临床检验基础 

第 1单元  血液样本采集和血涂片制备 

一、血液生理概要 

1．血液的组成及应用  血液由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组成。血液

离体自然凝固而分离出的淡黄色透明液体称为血清，适用于临床化学和临床免疫学检查。血

液抗凝离心后除去细胞成分后的液体即为血浆，用于内分泌激素测定生物化学成分检查。血

浆中含有全部凝血因子，适合于血栓与止血功能检查。血清与血浆相比，血清缺少某些凝血

因子，如凝血因子Ⅰ（纤维蛋白原）、Ⅱ（凝血酶原）、Ⅴ、Ⅷ等。 

2．血液的理化性质 

（1）血量：正常人血量约为（70±10）ml/kg体重，成人 4～5L，占体重的 6%～8%，其

中血浆占 55%，血细胞占 45%。但女性妊娠期间血量可增加 23%～25%。小儿血量与体重之

比略高于成人，男性比女性血量稍多。 

（2）颜色：动脉血氧合血红蛋白含量较高，呈鲜红色。静脉血还原血红蛋白含量高，呈

暗红色。 

（3）酸碱度：正常血液 pH为 7.35～7.45。 

（4）比密：正常男性为 1.055～1.063，女性为 1.051～1.060，相对黏度为 4～5。血浆

比密（比重）为 1.025～1.030。血细胞比密约为 1.090。 

（5）血浆渗透压：正常人为 290～310mOsm/（kg·H2O）。 

3．血液的特性 

（1）细胞的悬浮稳定性：正常人血液中红细胞呈均匀混悬状态，红细胞的悬浮状态与红

细胞膜表面的唾液酸根、正常血浆成分、血浆黏度及血流动力学等因素有关。 

（2）黏滞性：正常人全血黏度为生理盐水黏度的 4～5 倍；血浆黏度为生理盐水的 1.6

倍。血液黏度与血细胞比容和血浆黏度有关，受血浆中纤维蛋白原、球蛋白等大分子蛋白质

的影响，它们的浓度越高，血浆黏度越高。另外血管内壁和血流动力学亦可影响血液黏度。 

（3）凝固性：血液离开血管后，数分钟内便自行凝固，是凝血因子激活的结果。 

4．血液的生理功能 

（1）运输功能：血液可将氧气和各种营养成分运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同时将各种

代谢产物通过血液输送到肺、肾等器官排出体外。 

（2）调节功能：将各种激素、酶类运到相关组织器官，以调节全身各组织器官的活动。 

（3）维护机体内环境稳定：通过血液循环维持体内水电解质平衡、酸碱平衡、体温恒定。 

（4）防御功能：血液中白细胞、抗体、补体、细胞因子具有强大的免疫功能，血小板、

凝血因子具有止血和凝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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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血方法 

1．皮肤采血法 

（

1
）概述：皮肤采血法又称为毛细血管采血法，是采集微动脉、微静脉和毛细血管的混

合全血，含细胞间质和细胞内液。采血部位通常为耳垂或手指，但手指采血比耳垂采血检测

结果稳定，主要由于耳垂循环较差，受气温影响较大，红细胞、血红蛋白的测定结果比手指

血高，一般情况下不宜使用。由于手指采血操作方便，检查结果比较恒定，世界卫生组织

（

WHO
）推荐血常规检查采集左手环指指端内侧血液，婴幼儿可采集大 趾或足跟内外侧缘

血液。严重烧伤患者，可选择皮肤完整处采血。

 

（2）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采血部位皮肤完整，无烧伤、冻疮、发绀、水肿或炎症等。

严格无菌操作，做到一人一针一管，避免交叉感染。皮肤消毒后，应待 75%乙醇挥发后采血，

否则流出的血液扩散而不成滴。采血时，先按摩左手中指或环指指端内侧，使局部组织自然

充血。针刺深度 2～3mm。因第 1滴血混有组织液，应擦去。切勿用力挤压，以免组织液混

入，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一次要进行多项检查时，采血的顺序依次为血小板计数、红细胞计

数、血红蛋白测定、白细胞计数、血型鉴定等。 

2．静脉采血法 

（1）普通静脉采血 

1）概述：静脉采血部位多采用位于体表的浅静脉。通常采用肘部静脉、手背静脉、内

踝静脉或股静脉。小儿必要时可从颈外静脉采血，但操作有危险性，少用为宜。 

2）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采血前应向患者耐心解释，以消除疑虑和恐惧心理。检查注

射器是否安装牢固，针头是否锐利、光滑、通气，针筒是否漏气。先用 30g/L碘酊棉签自所

选静脉穿刺处从内向外、顺时针方向消毒皮肤，待碘酊挥发后，再用 75%乙醇棉签以同样方

法拭去碘迹。以左手拇指固定静脉穿刺部位下端，右手拇指和中指持注射器针筒，示指固定

针头下座，使针头斜面和针筒刻度向上，沿静脉走向使针头与皮肤成 30°斜行快速刺入皮肤，

然后以 5°向前穿破静脉壁进入静脉腔。见回血后，将针头顺势探入少许，以免采血时针头滑

出；但不可用力深刺，以免造成血肿，同时立即去掉压脉带。但抽血针栓只能外抽，不能内

推，以免静脉内注入空气形成气栓，造成严重后果。最后取下注射器针头，将血液沿试管壁

缓缓注入抗凝管中，防止溶血和泡沫产生。 

（2）真空采血法 

1）概述：真空采血法又称为负压采血法。真空采血装置有套筒式、头皮静脉式两种。

主要原理是将有胶塞头盖的采血管抽成不同的真空度，连接针头和针筒组成全封闭的真空采

血系统，实现自动定量采血。此种封闭式采血无需容器之间的血样转移，减少了标本溶血和

污染机会，能有效保护血液有形成分，使检验结果更可靠。各种真空定量采血容器，根据需

要标有不同的色码，适于不同检验项目。 

2）注意事项：采血前检查盖塞，切勿松动采血试管的盖塞，防止采血量的不准确。 

3．动脉采血  方法同静脉法，但采用的血管为动脉，常用桡动脉，股动脉，肱动脉。

采血时动脉血管可触及搏动，由于动脉血压力高能自动流入针筒，采血毕应注意压迫止血防

止血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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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法学评价 

（1）皮肤采血：价廉、快速、操作简便，但易于溶血、凝血、混入组织液，采集标本量

少限制了重复试验和追加试验，结果重复性差。 

（2）静脉采血：标本代表性大，无组织液影响，适用于临床研究，可重复试验和追加其

他试验。其中封闭式真空采血法的操作规范，样本能自动定量采集，运送和保存方便，能有

效地防止院内血源性传染，而普通静脉采血法的操作环节多、难于规范统一，在移液和丢弃

注射器时可能造成血液污染。静脉采血由于使用不同抗凝剂，可改变血液性质，影响部分有

形成分的形态。 

（3）动脉采血：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危险性大，一般情况下不宜采用。 

5．质量控制 

（1）患者的生理状态和饮食的影响：患者活动情况、精神状态、药物、年龄、性别、种

族、样本采集时间、吸烟、季节等都会影响检测结果。 

（2）采血操作对检验结果的影响：采血时间、部位、体位、止血带结扎时间（小于 3min）、

输液、溶血等。 

（3）样本运输、保存和处理。 

三、抗凝剂的选择 

1．基本概念  抗凝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除去血液中某些凝血因子或抑制其活性，阻止

血液凝固。能够阻止血液凝固的物质，称为抗凝剂或抗凝物质。 

2．常用的抗凝剂 

（1）乙二胺四乙酸（EDTA）盐：常用的有钠盐（EDTA-Na2-H2O）或钾盐（EDTA-K2-2H2O），

均能与血液中钙离子结合成螯合物，使 Ca
2＋
失去凝血作用，阻止血液凝固。根据国际血液学

标准化委员会（ICSH）建议，血细胞计数的抗凝剂为 EDTA-K2，其用量为 EDTA-K2-2H2O1.5～

2.2mg/ml血液。由于 EDTA影响血小板聚集功能，不适于凝血检查、血小板功能试验。 

（2）草酸盐：溶解后解离的草酸根离子能与样本中钙离子形成草酸钙沉淀，使 Ca
2＋
失去

凝血作用。2mg草酸盐可抗凝 1ml血液。但对Ⅴ因子及 PT测定有影响，不适于凝血检查。

草酸钾/钠盐易使血细胞脱水皱缩，而铵盐又可使血细胞膨胀，可选用按比例配制的双草酸（Na
＋

/K
＋

和 NH4
＋

）来克服以上缺点。标本中如加入高浓度的草酸盐抗凝剂，可引起溶血和血液

pH改变，干扰 K
＋

、Na
＋

、Cl
－

的测定。 

（3）肝素：可加强抗凝血酶Ⅲ（AT-Ⅲ）灭活丝氨酸蛋白酶作用，阻止凝血酶的形成，

并阻止血小板聚集等作用，从而阻止血液凝固。肝素是血气分析和红细胞透渗脆性试验的理

想抗凝剂。但不适于细胞形态学检查。抗凝每毫升血液肝素用量为（15±2.5）U，多为肝素

钠盐或钾盐。 

（4）枸橼酸盐：常用有枸橼酸钠，能与血液中钙离子结合形成螯合物，阻止血液凝固。

枸橼酸钠与血液的抗凝比例为 1∶9 或 1∶4。适用于凝血检查，红细胞沉降率检查，是输血

保养液的主要抗凝成分。 

（5）促凝剂和分离胶：促凝剂能激活凝血蛋白酶，加速血液凝固，缩短血清分离时间。

分离胶能在血清和血细胞间形成分离胶隔层达到分离血细胞和血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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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血涂片的制备 

1．载玻片要求  制备血涂片的载玻片应清洁、干燥、中性、无油腻。新的载玻片常带

有游离碱质，需用 1mol/L HCl清洗。 

2．血涂片的制备 

（1）手工推片法：包括临床广泛应用的薄血膜法和用于疟原虫和微丝蚴检查的厚血膜法。

影响涂片厚薄的因素有血滴大小、推片与载玻片间夹角、推片速度、血细胞比容。一张良好

的血片，应厚薄适宜、头体尾明显、细胞分布均匀、血膜边缘整齐、两侧留有一定空隙。 

（2）棕黄层涂片法（抗凝标本的有核细胞层涂片）：主要适用于白细胞减少患者的白细

胞分类计数、红斑狼疮细胞检查等。 

（3）仪器自动涂片法：主要用于自动化血液分析仪。 

3．质量控制  ①玻片中性、清洁。②制片头体尾分明、细胞分布均匀、边缘整齐、两

侧留空隙、厚薄适宜。③染色良好，血涂片应在 1h内完成染色。④制备涂片时，血滴愈大、

角度愈大、推片速度愈快、血膜愈厚，反之则愈薄。血细胞比容增高、血液黏度较高时，应

采用小血滴、小角度、慢推，可获得满意结果；血细胞比容降低、血液较稀时，应采用大血

滴、大角度、快推。 

4．方法评价  手工推片法用血量少、操作简单，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抗凝标

本离心后取细胞灰白层或棕黄层涂片法可提高有核细胞的阳性检出率。疟原虫、微丝蚴等检

查可采用厚血膜涂片法，但肝素等抗凝剂可影响细胞形态，分类计数应注意。 

五、细胞染色 

1．瑞氏染色 

（1）瑞氏染料组成：将碱性亚甲蓝与酸性伊红溶于甲醇。 

（2）原理：各种细胞成分化学性质不同，对各种染料的亲和力也不一样，细胞染色通过

物理的吸附，化学的亲和作用，使细胞成分染成不同颜色。 

（3）影响因素：细胞各种成分均属蛋白质，因蛋白质系两性电解质，所带电荷随溶液 pH

（最适 pH为 6.4～6.8）而定。在偏酸性环境中（pH＜pI）蛋白质带正电荷增多，易与伊红结

合，红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染色偏红，细胞核呈淡蓝色或不染色；在偏碱性环境中（pH＞pI）

蛋白质带负电荷增多，易与亚甲蓝结合，细胞染色偏蓝，颗粒染色深，嗜酸性颗粒呈暗褐色，

甚至棕黑色，中性颗粒偏粗，呈紫黑色。总之细胞染色深浅与染液 pH、细胞数量、血膜厚

度、染色时间、染液浓度密切相关。 

2．吉姆萨染色 

（1）染色组成：吉姆萨染液由天青、伊红、甲醇和纯甘油组成。 

（2）染色原理：与瑞氏染色基本相同。 

（3）注意事项：血片需先用甲醇固定 3～5min。吉姆萨染液染色前，用磷酸盐缓冲液

（pH6.4～6.8）稀释吉姆萨染液 10～20倍，浸染 10～30min。 

3．细胞染色的质量控制  染色过深、过浅与血涂片中细胞数量、血膜厚度、染色时间、

染液浓度、pH 密切相关。染色过深纠正方法是用甲醇和瑞氏染液适当的脱色，或者缩短染

色时间、稀释染液、调节 pH，染色过浅纠正方法是复染、延长染色时间、调节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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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胞染色的方法评价  瑞氏染色法是最常用、最经典的细胞染色方法，尤其对于细

胞质成分和中性颗粒染色效果好，但对细胞核和寄生虫的着色能力略差，不如吉姆萨染液。

采用瑞氏-吉姆萨复合染液可使细胞胞质、颗粒、胞核等均获得满意的染色效果。 

 

 

 

 

血液样本采集和血涂片制备重点复习。为历年常考内容，近几年来考试频率较高。

 

其中，血标本采集、抗凝剂选择、血涂片制备、细胞染色及质量控制是考试的重点，

应熟练掌握。

 

常考的细节有：

 

1
．血液的组成：血液由血细胞和血浆组成，血清与血浆相比，血清缺少某些凝血因子。

 

2
．血液样本采集：按采血部位分为皮肤采血法、静脉采血法、动脉采血法；按采血

方式又分为普通采血和真空采血。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成人血常规检查应采集左

手环指指端内侧血液，婴幼儿可采集大 趾或足跟内外侧缘血液。血液标本采集严格无菌

操作，针刺深度

2
～

3mm
。应弃去第

1
滴血，切勿用力挤压，血小板计数采血优先。成人

静脉采血部位为肘部静脉。真空采血符合分析前质量控制要求，临床上普及应用。

 

3
．抗凝剂应用：血细胞计数的抗凝剂为

EDTA-K2，但不适于凝血检查和血小板功能

试验，

EDTA-K2 溶解度大于 EDTA-Na2。红细胞沉降率、凝血试验，输血保养液的抗凝剂

为枸橼酸钠，肝素是血气分析和红细胞透渗脆性试验的理想抗凝剂。促凝剂适于急诊生化

检验。

 

4
．合格的血涂片具备的特点：制片头体尾分明、细胞分布均匀、边缘整齐、两侧留

空隙、厚薄适宜。

 

5
．细胞染色：瑞氏染料由碱性亚甲蓝、酸性伊红、甲醇组成。通过物理的吸附，化

学的亲和作用，使细胞成分染成不同颜色。瑞氏染液中甲醇起固定和溶剂双重作用。染色

最适

pH
为

6.4
～

6.8
。在偏酸性环境中（

pH
＜

pI
）蛋白质带正电荷增多，易与伊红结合，

染色偏红；在碱性环境中（

PH
＞

pI
）蛋白质带负电荷增多，易与亚甲蓝结合，染色偏蓝。

 

6
．方法评价：瑞氏染色法是最常用、最经典的细胞染色方法，尤其对于细胞质成分、

中性颗粒染色效果好，而吉姆萨染色法对细胞核和寄生虫的着色较好。

 

 

（马  丽） 

第 2单元  红细胞检查 

一、概述 

1．红细胞生理 

（1）红细胞的生成：①红细胞是血液中数量最多的有形成分。②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

③从造血干细胞分化发育到网织红细胞在骨髓中进行，约需 72h。④在骨髓或血液中，网织

历年考点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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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到成熟红细胞约需 48h。⑤成熟红细胞平均寿命约 120d。⑥衰老红细胞主要在脾破坏，

分解为铁、珠蛋白和胆红素。 

（2）红细胞的生理功能：①通过血红蛋白实现其生理功能；②具有交换和携带气体的

功能。 

2．血红蛋白的分子结构和特点 

（1）结构：血红蛋白（Hb）是由两对珠蛋白肽链和 4个亚铁血红素构成的。①珠蛋白，

由 4条肽链（α、β链）组成。②亚铁血红素，由原卟啉、铁组成。 

（2）特点：①正常情况下，99%Hb 为还原 Hb（HbA），1%为高铁 Hb（HbF）。②只有

Fe
2＋
状态的 Hb才能与氧结合，称为氧合血红蛋白。③在人体生长各期，Hb的种类与比例不

同。出生后 3个月，HbA占 95%以上，而 HbF降至 1%以下。④血红蛋白的合成受红细胞生

成素、雄激素的调节。⑤血红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 64 458。⑥血红蛋白降解产物为珠蛋白、血

红素。珠蛋白被分解后，再参与蛋白质、多肽合成或转变成含氮物质；血红素中铁由单核-吞

噬细胞系统处理，与运铁蛋白结合进入铁代谢库。 

二、红细胞计数 

1．检测原理 

（1）手工显微镜法：用等渗稀释液将血液稀释一定倍数，充入血细胞计数池，在显微镜

下计数一定体积内的红细胞数，经换算求出每升血液中红细胞数量。 

（2）血液分析仪法：用电阻抗和（或）光散射原理。 

2．方法学评价 

（1）手工显微镜法：不需要特殊设备，但操作复杂、费时。但可用于白细胞减少或血小

板减少的情况，受小红细胞干扰的血小板计数结果的校正。 

（2）血液分析仪法：比手工法精确（如电阻抗计数法的变异系数为 2%，手工法则大于

11%）。当白细胞数量明显增高时，会干扰红细胞计数和体积测定而产生误差。 

3．质量控制 

（1）手工法误差原因：①样本，血液发生凝固。②操作，稀释、充池、计数不规范。③器

材，微量吸管、计数板不标准。④固有误差（计数域误差）。 

（2）仪器法：仪器应严格按规程操作，并定期进行室内和室间质控。 

4．参考值 

（1）参考值：成年男性（4～5.5）×10
12

/L；成年女性（3.5～5.0）×10
12

/L；新生儿（6.0～

7.0）×10
12

/L。 

（2）医学决定水平：高于 6.8×10
12

/L，应采取治疗措施；低于参考值下限，为诊断贫血

界限，应寻找病因；低于 1.5×10
12

/L，应考虑输血。 

5．临床意义 

（1）生理性变化：①年龄与性别的差异。②精神因素。③剧烈体力运动和劳动。④气压

减低。⑤妊娠和老年人。 

（2）各种原因的贫血：①急性、慢性红细胞丢失过多。②红细胞寿命缩短。③造血原料

不足。④骨髓造血功能减退。 

（3）红细胞增多：①原发性红细胞增多；②继发性红细胞增多；③相对性红细胞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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