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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索

贫血患者临床诊断中应用血常规检验的影响
分析
杨桂红  （淄博市市立医院，山东淄博  255400）

摘要：目的：分析在贫血鉴别诊断中，血常规检验的临床效果，评估该诊断措施的实际应用价值，为今后疾病诊断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的 50 例贫血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贫血类型氛围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所有

入选者均给予血常规检验，分析两组患者诊断结果及该检测方式在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作用。结果：与研究组相比，对照组 RDW-CV、

MCV 较高，MCHC 及 MCH 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诊断准确率无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血常规检验可有

效区分贫血类型，对贫血类型的诊断具有积极意义，可有效指导临床诊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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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贫血类型包括巨幼细胞性贫血、再生障碍

性贫血以及缺铁性贫血等 [1]。据统计，贫血患者规模

不断扩大，随着病情的发展及恶化，若未及时给予治

疗，甚至有生命危险。

贫血是一种综合征，特征是身体外周红细胞体积

减少，无法向组织输送足够的氧气 [2]。由于红细胞体

积测量复杂，临床上常以血红蛋白浓度代替。缺铁性

贫血是由患者体内合成铁量减少引起的小细胞、低色

素性贫血；巨幼细胞性贫血主要由DNA合成障碍引起，

有学者表示该疾病特别复杂。针对不同的贫血类型，

为了达到疾病的针对性治疗，临床应该有效区分上述

两种类型的贫血 [3]。为进一步研究血常规在疾病诊断

中的可行性，本文以巨幼细胞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各

25 例患者进行分析，旨在为相关诊断及治疗工作提供

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的

50 例贫血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贫血类型进行分组。

巨幼细胞性贫血者为研究组，缺铁性贫血者为对照组，

每组各 25 例。研究组病程 1~6 年，平均（3.49±0.34）

年；男 15 例，女 10 例；年龄 20~64 岁，平均年龄

（40.37±1.56）岁。对照组病程1~6年，平均（3.37±0.35）

年；男 13 例，女 12 例；年龄 21~67 岁，平均年龄

（41.50±1.61）岁。两组一般资料均衡可比（P＞0.05）。

纳入标准：（1）患者思维意识无障碍，语言沟

通情况良好；（2）自愿配合，患者及家属均对本次

研究试验知情；（3）经临床诊断，入选者患者均确

诊贫血；（4）临床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1）中途退出本次研究；（2）合并

其他器质性病变病；（3）恶性肿瘤疾病；（4）依从

性差；（5）服用其他影响血常规指标药物；（6）心、肝、

肾等脏器病变者；（7）严重肝肾功能损害；（8）严

重循环系统疾病；（9）血液疾病；（10）自身免疫性疾。

1.2  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均给予血常规检查，使用 BC-5100

血液分析仪进行血液分析。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2 ml

于 EDTA 抗凝管中，为保证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应标

注相关基本信息，同时应注意观察血样与抗凝剂是否

充分混合，避免血液凝固，确保其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诊断准确率；比较两组患者血常规指标

情况，包括RDW-CV（红细胞体积大小的变异系数）、

MCV（平均红细胞体积），MCHC（红细胞平均血红

蛋白浓度）以及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等。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6.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诊断准确率比较

研究组诊断准确率略高于对照组，但两组比较无

显著性（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诊断准确率比较

组别 n 不准确（例） 准确（例） 准确率（%）

研究组 25 0 25 100.00

对照组 25 1 24 96.00

χ2 1.020

P 0.312

2.2  两组血常规指标比较

对 照 组 MCV、RDW-CV 高 于 研 究 组，MCH、

MCHC低于研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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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血常规指标比较

组别 n MCH（pg） MCV（fl） MCHC（g/L） RDW-CV（%）

研究组 25 24.83±0.23 65.23±1.45 319.25±22.36 14.56±0.23

对照组 25 23.03±0.14 71.56±1.47 259.36±13.45 20.58±0.66

t 5.366 15.328 11.476 43.065

P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贫血是临床多发病。从病理上看，贫血是由于外

周血红细胞体积减少，不能满足机体正常需要所致[4]。

贫血作为一种常见的血液病，主要原因是大量失血、

细胞破坏、细胞功能障碍。根据以往临床调查的结果，

我国贫血的发生与生活习惯和个人饮酒习惯有直接的

相关性。近年来，贫血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5]。贫血发

生后，患者可能会出现多个系统的病变，包括内分泌

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以及呼吸系统等。一些患

者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包括注意力不集中、耳鸣、

头痛、记忆力减退。这将对患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及时诊断，积极治疗是非常必要

的 [6]。

为提高临床疗效，首先应确定贫血类型。基因检

测方法应用广泛，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由于其特

殊性，难以在基层医院推广。采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采集血样并测定，观察平均血红蛋白、红细胞体积、

红细胞体积、红细胞分布宽度以及平均血红蛋白体积，

在对患者进行评价时，具有成本低、操作方便等明显

优势，可以使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大大减轻 [7]。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8]，当疾病难以识别时，治疗

是有争议的。近年来，血常规检查已成为临床常用的

血液检查方法之一，其优势在一些血液病的诊断和鉴

别诊断中逐渐显现。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该

措施对疾病的诊断和后续治疗具有积极意义。目前，

大多数患者都经过严格的实验室检查、体格检查、病

史检查。约5%的患者难以及时确定疾病类型和病因，

导致延误治疗，使得病情恶化，降低治疗效果，影响

疾病预后。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贫血的诊断非常重要。

一些研究指出，血常规检查可以反映血液流变学各项

参数的变化、区分不同的贫血类型，有助于临床诊断

和治疗。

临 床 研 究 结 果 显 示，MCH、MCV、MCHC 和

RDW-CV 的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对缺血性贫血和巨幼

细胞性贫血的诊断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有效区分上述

贫血类型，指导后续治疗。因此，在血常规检查中，

临床应注意上述指标是否正常。在疾病诊断中，除了

观察白细胞是否正常外，还应注意有关细胞计数和白

细胞比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通

过该指标可以有效判断贫血的一般类型，该条件对于

后续疾病靶向治疗方法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

血常规检查的作用：（1）辅助诊断：早期疾病，

如白细胞增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白细胞增多、白细胞减少症、减少症、白血病等，此

时症状可能不会太突出，所以要进行筛查，以便及早

发现。如果早期检查、确诊，患者可以争取更多的治

疗时间，在治疗中不会出现太多并发症，预后相对较

好；（2）指导诊断：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淋巴细

胞通常会显着增加或减少；在细菌感染的情况下，中

性粒细胞显着增加。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

咽痛等）时，医生建议患者检查血常规，以区分患者

是呼吸道感染，主要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

综上所述，血常规检验应用价值较高，对贫血疾

病的诊断具有积极意义，可指导后续治疗，实现最佳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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