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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片离心沉淀法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在小儿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刘敏 周峥珍 郑台青

【摘要】 目的 探讨玻片离心沉淀法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在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于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 185 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性疾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疾病类型分为化脓性脑膜炎组 62 例，病毒性脑膜炎组 62 例，结核性脑膜炎

组 61 例。3 组患儿入院后腰椎穿刺取 1 mL 脑脊液，各取 0.5 mL 分别采用玻片离心沉淀法及常规细胞计数

法观察脑脊液中细胞形态并对异常细胞进行计数和比较，同时统计玻片离心沉淀法观察到的各组患儿脑脊

液细胞学分类检查结果。另选 60 例经检查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小儿的脑脊液细胞学分类检查结果

进行比较。结果 玻片离心沉淀法对 3 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患儿脑脊液中异常细胞的检出率均明

显高于常规细胞计数法〔化脓性脑膜炎组：100.0%（62/62）比 72.6%（45/62），病毒性脑膜炎组：100%（62/62）

比 33.9%（21/62），结核性脑膜炎组 ：100%（61/61）比 21.3%（13/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中嗜中性粒细胞明显增多，而淋巴样细胞未见明显增多 ；病毒性脑膜炎患儿脑脊

液中小淋巴细胞所占比例最高 ；结核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异常细胞特点是淋巴细胞为主的混合细胞学反

应。结论 玻片离心沉淀法检查脑脊液细胞成分可以更好地分辨出各类脑脊液异常细胞，对于感染类型的

辨别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对临床诊断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玻片离心沉淀法 ； 脑脊液细胞学检查 ； 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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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by slide centrifugation in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children. Methods The 

185 children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 hospitalized in Hunan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April 2018 to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disease type,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suppurative 

meningitis group (62 cases), viral meningitis group (62 cases) and tuberculous meningitis group (61 cases). By 

lumbar puncture, 1 mL of cerebrospinal fluid was taken after admission of three groups of children, and 0.5 mL of 

each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morphology of cell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the abnormal cell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y slide centrifugation method and conventional cell count method,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of each group observed by slide centrifugation method were analyzed. The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in other 60 children without infec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s of abnormal cell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three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y slide centrifug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y conventional cell count method 

[suppurative meningitis group: 100.0% (62/62) vs. 72.6% (45/62), viral meningitis group: 100.0% (62/62) vs. 33.9% 

(21/62), tuberculous meningitis group: 100.0% (61/61) vs. 21.3% (13/61)],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 0.05). 

In children with suppurative meningitis, the number of neutrophil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the number of lymphoid cells wa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hildren with viral meningitis, the proportion of 

lymphocyte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was the highest; in children with tuberculous meningitis, there were mixed cell 

reaction dominated by lymphocytes.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slide centrifugation can distinguish all ki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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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是指由细菌、病

毒等致病原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如脑炎、脑

膜脑炎等，此类疾病病死率极高［1-2］。脑脊液检查

是诊断小儿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方法［3］，而玻

片离心沉淀法是检验脑脊液的方法。本研究主要评

价采用玻片离心沉淀法进行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对诊

断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应用价值，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择 2015 年 5 月—2019 年 

5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185 例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性疾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疾病分类分为化

脓性脑膜炎组（62 例），病毒性脑膜炎组（62 例），结

核性脑膜炎组（61 例）。另选 60 例经检查无中枢神

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小儿作为对照组。

1.2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 ：HCHLL-2020-14），所

有对患儿的检测均获得过患儿家属的知情同意。

1.3 检测方法　3 组患儿入院后评估生命体征平

稳及排除禁忌证后，在无菌条件下进行腰椎穿刺取 

1 mL 脑脊液并检测患儿脑脊液压力，腰椎穿刺术后

嘱患儿平卧至少 4 h。

1.3.1 常规细胞计数法　取 0.5 mL 脑脊液采用常

规方法进行细胞计数。

1.3.2 玻片离心沉淀法　取 0.5 mL 脑脊液采用玻

片离心沉淀法进行细胞计数［4-6］。本研究选用仪器

为购自湖南赛特公司的 FMU-6 细胞涂片离心沉淀

仪。具体操作方法 ：将脑脊液滴入制作好的玻片

沉淀孔内，置入离心机中，以 700 r/min（离心半径为

7.25 cm）离心 5 min，待玻片上的沉淀物自然干透，

将其置于水平位的染色架上，进行迈格姬染色。染

色具体步骤 ：滴加迈格姬染液数滴至标本完全被覆

盖为止，静置 6 min 后加入 95% 乙醇（染液与 95%

乙醇比例冬季为 1 ：1，夏季为 2 ：1），以橡皮气球将

染液与 95% 乙醇吹匀，静置 4 min，弃去染液，用蒸

馏水冲洗数秒 ；将玻片吹干，中性树胶封片、镜检，

观察细胞学形态并进行计数和分类，查看有无异常

细胞，计算异常细胞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数据，

表 2 常规细胞计数法及玻片离心沉淀法检测
各组脑脊液细胞异常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常规细胞计数法 玻片离心沉淀法

异常例数
（例）

异常率
（%）

异常例数
（例）

异常率
（%）

对照组 60   0   0     0     0

化脓性脑膜炎组 62 45 72.6   62 100.0 a

病毒性脑膜炎组 62 21 33.9   62 100.0 a

结核性脑膜炎组 61 13 21.3   61 100.0 a

合计 245 79 32.2 185   75.5 a

注 ：与本组使用常规检查方法比较，aP＜0.05

表 1 对照组及各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男性 女性

对照组 60 29 31 1.80±0.34
化脓性脑膜炎组 62 33 29 1.60±0.34
病毒性脑膜炎组 62 31 31 1.70±0.31
结核性脑膜炎组 61 30 31 1.60±0.34

表 3 玻片离心沉淀法检测对照组及各组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性疾病患儿脑脊液 WBC 及异常细胞比例

组别
例数

（例）

WBC
（×109/L，

x±s）

脑脊液异常细胞比例（%）

嗜酸粒
细胞

嗜中性
粒细胞

激活单
核细胞

单核样
细胞

淋巴样
细胞

小淋巴
细胞

其他

对照组 60 3.1±0.2 0   0 0 35.2 0 66.2 0

化脓性脑
　膜炎组

62 751.0±7.4 a 0 89.1 a 2.0 a   3.2 a 0   7.1 a 0

病毒性脑
　膜炎组

62 24.1±1.5 a 0.5   4.7 a 1.2 14.0 a 6.1 a 74.0 a 0

结核性脑
　膜炎组

61 224.9±5.1 a 2.2 a 12.1 a 3.3 a   3.0 a 7.2 a 72.2 a 1.2

注 ：WBC 为白细胞计数 ；与对照组比较，aP＜0.05

the abnormal cerebrospinal fluid cells better, which is of great clinical valu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ection types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 in children.
【Key words】 Slide centrifugation; Cerebrospinal fluid cytology; Infectious disease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children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4 组受检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2.2 脑脊液常规细胞计数法与玻片离心沉淀法检

测结果比较　3 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患儿中，

玻片离心沉淀法在脑脊液检查中异常细胞的检出率

均明显高于常规细胞技术法（均 P＜0.05）。见表 2。

2.3 玻片离心沉淀法检测各组小儿脑脊液的结果比

较　各组患儿脑脊液中 WBC 及异常细胞比例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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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儿童的免疫系统未完全发育成熟，尤其是婴幼

儿，因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在儿童中发病率

和病死率均较高，其主要致病原因是细菌、病毒等

侵入小儿中枢神经系统后引起的急性、亚急性和慢

性疾病［7-8］。不同病原体引起的机体免疫系统反应

不同［9-10］，细菌性感染可致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升

高 ；而病毒性感染以淋巴细胞反应为主 ；结核性脑

膜炎主要以混合细胞反应为主。脑脊液常规检查项

目包括透明度、颜色、潘氏试验以及显微镜检等［11］，

了解脑脊液细胞及生化指标差异可为抗感染药物的

选择提供指导［12］，因此玻片离心沉淀法脑脊液细胞

学检测能有效提供患者的脑脊液细胞学分类，对于

临床分辨感染类型具有指导意义。

 玻片离心沉淀法检验患儿脑脊液在国内众多专

家的研究及改进下已经很好地应用于临床，其成本

低，减轻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已成为临床小儿中

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诊断的“金标准”［13-15］。玻

片离心沉淀法与以往的血细胞计数盘检测方法比较

可长期保留、存档，随时取阅，并可以清楚地区分肿

瘤性细胞和炎性细胞［16-17］。本研究显示，玻片离心

沉淀法对于脑脊液中各类异常细胞的检出率明显高

于常规脑脊液检查方法，采用玻片离心沉淀法对于

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及结核性脑膜炎中脑

脊液异常细胞的检出率均达到 100%，而常规细胞计

数法对化脓性脑膜炎中的中性粒细胞检出率略高，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误诊及漏诊。本研究提示，通过

玻片离心沉淀法观察到的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

中嗜中性粒细胞升高程度远远高于结核性脑膜炎及

病毒性脑膜炎，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检查结果

中可以发现嗜中性粒细胞明显升高及未见明显异常

的淋巴样细胞，这与其细菌感染的特征相吻合。结

核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主要以混合细胞学反应为特

点。病毒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中以小淋巴细胞增多

为主。通过异常细胞数及其所占比例的比较可以推

断出感染类型，从而指导临床早期用药。本研究还

显示，常规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只能简单区分单个核

和多个核细胞，不能进行更具体的细胞分类及计数，

也不能观察到细胞形态，而玻片离心沉淀法不仅能

很好地进行细胞分类计数，更能观察细胞形态，并且

能发现异常细胞。

 综上所述，采用玻片离心沉淀法检查脑脊液细

胞成分可以更好地分辨出异常细胞，对临床诊断小

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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