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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时四载笔耕不止，今日终于收笔，手捧着墨香流溢、沉甸甸的书稿，喜悦难抑！
说实话，黄灿灿的收获里确实蕴藏耕犁之苦，但就在这苦中我却品茗了缕缕清香，以至多少披星戴月
的夜晚，甚至通宵达旦，都能如履春天的小路般舒畅。
在某种意义上，流式改变了我的生活。
　　流式与检验医学其他亚学科完全不同，需要超预期的心血付出才能驾驭自如！
首先，流式细胞仪就不同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等检验科贯有仪器
，它不是傻瓜照相机，各个部件、指令在使用中非常灵活，每一种检验项目需要编辑相应的检测软件
（流式称之为方案），初期使用甚至在测定每一份临床标本时，仪器每一个光学通道的电压、增益都
需要检测者给仪器指定数值（流式称之为赋值），由于仪器有两个散射光通道和数个荧光通道（目前
国内机型一般有4～6个荧光通道），增加了赋值的难度。
赋值不合适，细胞分群不佳，甚至在流式检测图上连细胞的影子都见不到，更谈何分析细胞的表达等
等！
不仅如此，流式还需要检测者给仪器指定扣除荧光两两交叠、三重交叠甚至更多重交叠对单一检测荧
光采集的影响（流式称之为补偿）。
同时，仪器液压系统、气压系统的压力对细胞分群都有影响。
流式的上述与众不同，使仪器的操作使用难度高过了检验科其他任何一款仪器。
其次，流式对检验者的背景知识结构要求高过了检验医学的其他亚学科。
流式是对存在于临床标本中的一个个细胞进行的检测，可以是对细胞表面某种或某几种蛋白质表达的
有无及有多少的定性定量分析，也可以是对细胞内部（包括细胞质和细胞核）蛋白质或多肽成分的有
无及有多少的定性定量分析，还可以是对细胞内DNA和（或）RNA含量多少的测定及DNA异常的诊
断，如DNA断裂（凋亡）、DNA倍体异常（肿瘤）等。
流式检验者在拥有检验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同时，还需要对细胞生物学在临床各科中的应用有所认识，
才能够根据临床的需要设计（编辑）出相应的能够达到检测目标的检验方案，对每一份标本呈现出来
的流式图像进行准确、到位的判断。
细胞生物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细胞生物学在临床各科中的应用新颖且五彩斑斓，因此，一个流式团队
需要配备至少1～2名经过医学硕士甚至博士训练的领队，一位优秀的流式从业者需要具有跨学科的、
广博的医学知识为支撑，能做到专业知识的与时俱进最好。
　　《临床流式细胞学检验技术》一书伴随我个人学习流式的全过程，是我5年流式检验从业生涯的
记录，更是全体编写人员对流式的体会和经验的总结及展望。
书中提出了临床流式细胞学检验的概念与内涵，呼吁学界正视检验医学又一个新兴亚学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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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广泛收集中外临床流式细胞学检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临床经验，分15
章详细介绍了流式检验的理论基础、流式细胞仪的性能、特点与使用、常见影响因素、标本的采集/储
存与运输、51个具体流式检验项目(方案)的基本原理、主要试剂、主要仪器、检验步骤、检测方案及
解读、仪器参数、注意事项、检验报告内容及参考范围、临床意义及质量控制措施等。
本书内容全面、新颖，实用性强，是一部极具指导性的临床流式细胞学检验专著，适合检验科医师、
生物医学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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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免疫学硕士学位，师从吴玉章教授；2004年在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和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
究所联合培养下获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师从康格非教授、朱佩芳研究员、蒋建新研究员；1996
～1997年在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分子免疫学研究室进修，师从沈倍奋院士、黎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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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成都军区总医院检验科主任医师，第三军医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军军事检验医学
专委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会重庆市专委会委员，全军及重庆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第
三军医大学学报》审稿专家，《国际检验医学杂志》、《检验医学与临床》等期刊编委。
 
    从事检验医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1年，经历学士、硕士、博士的专业系统培养，检验医学理论
扎实，技术全面，在临床流式细胞检验、基因诊断领域造诣较深，具有丰富的流式细胞检验经验和基
因诊断经验，擅长基因表达调控、基因工程蛋白多肽类的生物合成、新型医学检验方法与试剂的研发
等，负责并完成国家级研究课题2项，军队课题1项，重庆市课题1项，发表第一作者论文70余篇，主编
、副主编专著各1部，参编专著2部，获军队科技进步奖4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
曾担任四年制、五年制、八年制本科生《实验诊断学》《临床免疫学》教学工作21年，发表教学理论
研究论文10余篇，负责教学研究课题1项，培养研究生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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