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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分析仪的对比分析

刘兰民"青海省人民医院检验科!西宁
!

&/'''2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
]

E

:J@TeQ*%/''

与
e=*/&''9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分析性能有无差别$方法
!

分析

&'

份该院住院患者的新鲜血!标本以
Q+=<*c%

作为抗凝剂!分别在
eQ*%/''

与
e=*/&''9

血细胞分析仪上进行检

测!分析精密度和相关性$结果
!

两台仪器的精密度均在设定的范围内!各参数中血小板"

"W=

#相关系数"

?

#为

'42%-

!嗜碱性粒细胞百分率"

,<]5

#

?

为
'4.'$

!其余各参数
?

$

'41%.

!检测结果经
:

检验!除
"W=

%

,<]5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J

#

'4'/

#外!白细胞"

S,(

#%嗜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XQd5

#%淋巴细胞百分率"

WY35

#%单核细胞

百分率"

37X5

#%嗜酸性粒细胞百分率"

Q7]5

#%红细胞"

),(

#%血红蛋白"

!O

#%红细胞比容"

!(=

#%平均红细胞

体积"

3(#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3(!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3(!(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J

$

'4'$

#$结论
!

两台仪器的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其中
"W=

%

,<]5

欠佳!偏差在允许的范围内$

!关键词"

!

血细胞分析仪'

!

eQ*%/''

'

!

e=*/&''9

'

!

相关性'

!

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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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验技术的发展#血细胞分析仪从最初

的仅依靠库尔特原理计数#发展到如今综合各种电子技术*流

式细胞术*激光#以及电子计算机和荧光染料等多种高科技技

术的原理#使得血细胞计数的准确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同

时#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样本数量的增加#以及患者就诊的需

要#使得一个实验室不得不拥有多台血细胞分析仪#这就使得

实验室要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怎样保证不同仪器之间结

果具有可比性)本文通过试验探讨
]

E

:J@TeQ*%/''

与
e=*

/&''9

血细胞分析仪的相关性)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材料

A4A4A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

E

:J@T

公司生产的
eQ*%/''

型*

e=*/&''9

型血细胞分析仪#试剂全部使用配套试剂)真空采

血管由浙江嘉善护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

A4A4B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
&'

份本院住院患者的血标本)

A4A4C

!

质控物
!

使用日本
]

E

:J@T

公司生产的全血质控物

&批号!

''--'&'%

')

A4B

!

方法

A4B4A

!

精密度试验
!

随机抽取新鲜血
-

份#分别在两台仪器

上检测#每份样本重复测定
-

次#分别计算白细胞&

S,(

'*嗜

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XQd5

'*淋巴细胞百分率&

WY35

'*单核

细胞百分率&

37X5

'*嗜酸性粒细胞百分率&

Q7]5

'*嗜碱性

粒细胞百分率&

,<]5

'*红细胞&

),(

'*血红蛋白&

!O

'*红细

胞比容&

!(=

'*平均红细胞体积&

3(#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

含量&

3(!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3(!(

'*血小板

&

"W=

'的变异系数&

!S5

')

A4B4B

!

相关性试验
!

将
&'

份新鲜血分别在两台仪器上进行

检测#全部采用自动进样模式#计算两台仪器测定结果的相关

系数&

?

'*均值&

8

'*标准差&

=

'#并进行
:

检验)

A4B4C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相关性分析和两样本均数的
:

检

验+

/

,

)

B

!

结
!!

果

B4A

!

精密度试验
!

两台仪器的测定结果均在设定的范围内#

见表
/

)

B4B

!

相关性分析
!

eQ*%/''

与
e=*/&''9

的相关系数&

?

'分

析#各参数中
S,(?

为
'41&.

#

XQd5?

为
'411%

#

WY35?

为
'41&.

#

37X5?

为
'41%.

#

Q7]5?

为
'412%

#

,<]5?

为

'4.'$

#

),(?

为
'4122

#

!O?

为
'411.

#

!(=?

为
'41&&

#

3(#

?

为
'41&0

#

3(!?

为
'41&/

#

3(!(?

为
'411/

#

"W=?

为

'42%-

)

表
/

!

eQ*%/''

与
e=*/&''9

的精密度分析

参数
eQ*%/''

仪器设定&

!S5

'试验结果

e=*/&''9

仪器设定&

!S5

'试验结果

S,(

(

-4' /4$

(

-4' /4&

XQd5

(

&4' %4/

(

&4' -4'

WY35

(

&4' 04%

(

&4' 04.

37X5

(

%'4' 14/

(

%'4' &4-

Q7]5

(

%$4' /'4$

(

%$4' 14.

,<]5

(

0'4' %$4-

(

0'4' %'4&

),(

(

/4$ '4$

(

/4$ '4&

!O

(

/4' '40

(

/4$ '4$

!(=

(

/4$ '4$

(

/4$ '42

3(#

(

/4' '4%

(

/4$ '4.

3(!

(

/4$ '42

(

/4$ /4'

3(!(

(

/4$ '4&

(

%4' '4.

"W=

(

04' /4%

(

04' /4&

B4C

!

eQ*%/''

与
e=*/&''9

测定结果的比较分析#见表
%

)

表
%

!

eQ*%/''

与
e=*/&''9

测定结果的比较分析

参数
eQ*%/'' e=*/&''9 J

S,( &4..a$4%& &4.&a$4/.

$

'4'$

XQd5 2$4&'a/04/' 2.40'a/04%'

$

'4'$

WY35 /.4-'a//4-' /.4%'a/%4''

$

'4'$

37X5 24/-a-4.& .422a-4/0

$

'4'$

Q7]5 '4.$a/4$% '4.-a/4-1

$

'4'$

,<]5 '4/%a'4'1 '4'&a'4/%

#

'4'/

),( -4'%a/4/$ -4'$a/4/%

$

'4'$

!O 1/4$'a-240' 1%4''a-.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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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eQ*%/''

与
e=*/&''9

测定结果的比较分析

参数
eQ*%/'' e=*/&''9 J

!(= %.40a/04/' %14.a//4/'

$

'4'$

3(# 1.4&a.4-% 1.4$a.4--

$

'4'$

3(! -'4/a-4%& %14&a%4&-

$

'4'$

3(!( -/'4/a/24&' -'&41a/04&'

$

'4'$

"W= 1%40a.24&' &040a.%4-'

#

'4'/

C

!

讨
!!

论

血细胞分析#又称为血常规#是临床常规检查项目之一#主

要指 标 包 括
S,(

*

),(

*

!O

和
"W=

#另 外 还 有
XQd5

*

WY35

*

37X5

*

Q7]5

*

,<]5

白细胞分类计数#以及红细

胞的相关参数
!(=

*

3(#

*

3(!

*

3(!(

等)保证结果的准

确性是检验的根本#但同时结果的重复性也至关重要)现代化

的临床实验室拥有多台血细胞分析仪#如何保证每一台仪器的

准确性和精密度是日常工作的重点)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的

室间质评能够反映一个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即便取得优异的成

绩#也只能保证检测当天的准确性#并不能衡量日常工作中检测

的准确性)况且一个实验室一般只有一台血细胞分析仪参加室

间质评#此时#室内质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室内质控跟随大批量

临床样本一同检测#能够有效反映仪器测定的精密度#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及时发现仪器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但是#在多台

血细胞分析仪同时应用于临床的时候#只做好每一台仪器的室

内质控是不够的#还要做好不同仪器之间的比对试验+

%

,

#也就是

说#要保证同一份样本#在不同仪器上检测能够得到接近的结

果#偏差要控制在卫生部临检中心规定的范围内+

-

,

)

本试验比较了本实验室
eQ*%/''

与
e=*/&''9

两台血细胞

分析仪的分析性能#在精密度方面#两仪器都达到或超过了仪

器自身的设计标准#重复性极佳)在相关性分析方面#各参数

中除
"W=?

为
'42%-

#

,<]5?

为
'4.'$

外#其余各参数均
?

$

'41%.

)从计数原理方面分析#两台仪器都有单独的嗜碱性粒

细胞计数通道#溶血剂相同#不存在其他细胞成分的干扰#但由

于一般情况下嗜碱性粒细胞占白细胞总数的百分率仅为
'5

!

/5

#检测结果的数值较小#偶有变化就会对统计分析产生较

大的影响#这可能是造成
,<]5

的相关性较差的原因)在将

两台仪器的数据进行
:

检验时#除
"W=

*

,<]5

具有统计学意

义&

J

#

'4'/

'外#其他项目均无统计学意义&

J

$

'4'$

')其中

"W=

的偏差较明显#

e=*/&''9

的测定值普遍低于
eQ*%/''

的

测定值#均值存在明显差异#但偏差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通过本试验#及时发现了本实验室两台血细胞分析仪在

"W=

计数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提示
e=*/&''9

需要进行定期的

校准)在日常工作中#应每日使用新鲜血进行两台仪器之间的

比对试验#以便及时发现是否有不可接受的偏差存在#避免给

临床造成误导#同时也减轻患者的负担#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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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比色法测定血清三酰甘油*总胆固醇方法探讨

李
!

勇"四川省平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0''

#

!!

!摘要"

!

目的
!

尝试用酶标仪比色法测定血清中三酰甘油"

=[

#%总胆固醇"

=(

#水平!同时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作方法比较!探讨酶标仪比色法的可靠性$方法
!

采用四川迈克
=[["7*"<"

法试剂盒和
=((7+*(Q*"<"

法

试剂盒!用酶标仪比色测定血清中
=[

和
=(

!同时用深圳迈瑞
=[

和
=(

氧化酶法试剂盒!在迈瑞
,]/%'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测定!比较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结果
!

两种方法测定结果(

=[

血清标本测定差值在
'4'2

!

'4-&JJ>K

&

W

!

)<X+7e

质控品测定差值在
'4'$

!

'4'1JJ>K

&

W

'

=(

血清标本测定差值在
'4/&

!

'4-$JJ>K

&

W

!

)<X+7e

质

控品测定差在
'4/-

!

'4%'JJ>K

&

W

$两种方法测定结果的差值均在
(W6<Z&&

推荐允许误差的最大误差允许范围之

内!且质控品测定结果均在靶值允许的范围内$结论
!

利用酶标仪比色法测定血清中
=[

和
=(

!其测定方法可靠!

测定结果准确!且操作方法简便!检测成本低廉!可以作为
=[

和
=(

检测的替代方法!适合于基层实验室开展$

!关键词"

!

酶标仪比色'

!

三酰甘油'

!

总胆固醇

+67

!

/'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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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清中三酰甘油&

=[

'和总胆固醇&

=(

'测定方法较

多+

/*%

,

#有化学法*酶法和色谱法
-

大类#化学法操作步骤繁多*

技术要求高而不适于常规工作应用(色谱法主要用作参考系统

中决定性方法的建立及参考物质的制备与定值#此法费用昂

贵#样品处理复杂#难以推广应用)目前几乎所有的临床实验

室都用酶法检测血清
=[

*

=(

水平#此法具有简便*快速*精密

度高*特异性强的特点)酶法中又有手工*半自动和全自动检

测法#手工方法试剂消耗量大#试剂成本高#半自动*全自动需

要专用的仪器#且仪器价格不菲#基层难于开展)作者于
%''.

开始尝试用酶标仪比色法测定血清中
=[

*

=(

#获得了理想的

结果#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标本来源
!

于
%''1

年
//

月
/$

日至
//

月
/1

日连续
$

?

#每天随机收集在本科室检验的临床患者血清标本
%

份#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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