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

!

恒温水不流出
!

主要原因!供水泵中有空气#反应槽的排

水过滤网堵塞#纯水机未通电)解决办法分别为!排除泵管中

的空气#通过保养检查进行清洁过滤网#接通水机电源)

C,K

!

清洗喷嘴处无水流出
!

主要原因!喷嘴+管路的堵塞)解

决办法!通过检查对喷嘴进行清扫#如管路堵塞则进行疏通或

更换软管)

C,N

!

样品针清洁槽+试剂喷嘴清洗槽+搅拌棒清洗槽无水流出

!

主要原因!排放口+软管的堵塞)解决办法!清洗排放口#疏

通软管或更换软管)

C,O

!

反应槽内起泡沫
!

主要原因!反应槽内水位偏低#纯水机

未通电就实施反应槽换水#反应槽排水过滤器堵塞)解决办法

分别为!执行反应槽水交换#纯水机接通电源后执行反应槽水

交换#对堵塞的过滤器进行清扫)

C,T

!

加注器处有水漏出
!

主要原因!密封垫磨损#接口部位安

装不良)解决办法分别为!通过保养检查对密封垫进行更换#

确认漏水部位接口进行重新安装)

C,X

!

加注器中有气泡
!

主要原因!接口部位安装不良#更换试

剂&

2Y)

单元'+加注器脱气不够充分)解决办法分别为!确认

空气进入后重新安装#在试剂或清洗水流动时轻轻敲打加注

器+利用轻微震动来消除气泡)

总之#要让仪器不出现报警#不仅要求工作人员熟悉该仪

器的结构+原理#熟练掌握基本操作技能#有较强业务知识及强

有力的责任心#而且能够严格执行仪器的操作保养规程#定期

进行维护保养)同时加强对试剂+质控品+标准品的管理工作#

防止试剂+质控品及标准品的变质#减少仪器故障的发生#保证

仪器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高科技仪器设备优势#更好地为临床

提供快速+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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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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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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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尿液&

!

红细胞&

!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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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沉渣检测是临床检验医学的基础#尿液中有形成分检

验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 98%&%_

型系列全

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具有病案+图像+报告管理+全自动标本处

理+显微镜自动控制+阴性标本筛查+计算机辅助识别判读功能

等优点)现对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检测有形

成分!红细胞&

:_R

'+白细胞&

U_R

'+管型测定结果与人工镜

检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收集
8%%3

年
#

月
88

日至
+

月
/

日对住院部

和门诊患者
$3+

例#年龄
8

个月至
"&

岁#男
"3%

例#女
8%+

例)

B,C

!

仪器
!

徐州惠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98%&%_

型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系统和配套试剂(上海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质

控!多项目尿液化学分析控制品(尿沉渣定量计数板!牛鲍计数

板(

1*e Ì!YRV8"

显微镜)

B,D

!

实验方法

B,D,B

!

用一次性尿液刻度收集管#收取每份标本
8

管#每管不

少于
"%A*

#一管用于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有

形成分检测#另一管用于人工尿沉渣显微镜镜检)

B,D,C

!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操作严格按照使

用说明书进行#并同时进行质控分析)

B,D,D

!

精密度测定为随机选取阳性标本
"%

份#每份连续测定

8%

次)

B,D,K

!

重复性试验为随机选取
8%

份标本#每隔半小时测定
"

次#共测
$

次)

B,D,N

!

准确性试验为随机选取
#%

份标本#分别使用
)̂ 9

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并与人工显微镜镜检结果

进行比对)

B,D,O

!

临床试用!

$3+

份临床标本用
)̂ 98%&%_

型全自动尿

沉渣分析系统检测#与同时进行人工显微镜镜检结果进行比

对)

B,D,T

!

结果判断依据份全国尿沉渣室间质评上报编码结果#

见表
"

)

表
"

!

全国尿沉渣室间质评上报编码结果

临床意义

:_R

仪器检查结果

&个"
#

*

'

显微镜检结

果&个"
^

N

'

U_R

仪器检查结果

&个"
#

*

'

显微镜检结

果&个"
^

N

'

正常
% [ % %

临界值
#

+ [

#

+ [

+

!

"% b +

!

"% b

异常
"%

!

-+ c "%

!

+% c

-+

!

+%% cc +%

!

8+% cc

$

+%% ccc

$

8+% ccc

C

!

结
!!

果

C,B

!

精密度评价
!

精密度测定结果!

:_R#&#,/b"%,"&

#

%B

值为
8,"/.

)

U_R83,$b8,8+

#

%B

值
-,&3.

)

C,C

!

重复性评价
!

重复性测定结果!

:_R

重复实验
%B

值为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8%"%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

*BK >̀DRC57

!

1G?<K>@8%"%

!

a<C,-

!

(<,8%



/,83.

!

U_R

重复实验
%B

值为
"-,#-.

)

C,D

!

准确性评价
!

#%

例标本测定
)̂ 98%&%_

型全自动尿沉

渣分析系统与人工显微镜结果进行比对#

:_R

!

4Z",%++8+[

","8+-

#

I

8

Z%,333&

)

U_R

!

4Z%,3+#"+c%,"#$-

#

I

8

Z

%,333&

)

C,K

!

临床试用结果

C,K,B

!

用人工显微镜镜检阴性#即未发现
:_R

"

U_R

及管型

的标本
8%"

例#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检测也为

阴性)

C,K,C

!

用人工显微镜镜检阳性#即发现
:_R

"

U_R

&镜检有临

床意义者'及管型的标本
"#-

例#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

分析系统检测也为阳性#其中有两份人工和
)̂ 98%&%_

型全

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都检测出管型)

C,K,D

!

用人工显微镜和仪器检测处于临界状态的标本#镜检

$&

例可见
:_R

"

U_R

的标本#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

析系统检测
$$

例可见
:_R

"

U_R

#

$

例未检出(另外
)̂ 98%&%

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检出
#

例
:_R

标本#

-

例检出

U_R

的标本#人工镜检未发现
:_R

或
U_R

标本)

D

!

讨
!!

论

D,B

!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利用流动计数

池1

"

2为载体进行标准化计数的尿沉渣检查系统#标本处理自动

化#显微镜调节智能化#检测计数标准化)依据表
"

对
:_R

+

U_R

结果进行分析#评价仪器检测性能的指标1

8

2

#本文采用了

精密度+重复性+准确性指标评价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

分析系统#其效果均较好)

D,C

!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与人工计数板符合

率较好&

U_R3-,#.

#

:_R3/,8.

')说明
)̂ 98%&%_

型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系统与人工规范检验有良好的可比性)

D,D

!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测定的优点为检测速

度快#可批量检测#全自动标本处理#是适用于阴性标本筛查较

好的仪器)

D,K

!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的不足为本仪器仍

是非形态分析#它是根据有形成分的大小而进行的#其结果仍

用于筛选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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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血#固暂停手术#鉴于该患者符合自体输血条件#遂与其主管

医生联系并征得患者同意后为其实施准备自体输血#根据临床

医生估计失血量和患者身体状况#将备
"8%%A*

全血方可手

术)

B,C

!

方法
!

根据手术需要#手术前
-

!

"%D

分
$

次从静脉采

血#储存于血库
#]

冰箱内#手术时输用)采血前
"D

嘱患者

早餐适宜清淡#采血当日选择前臂静脉穿刺#压脉带不要太紧)

采血时轻摇血袋#以防止血液凝固#采血过程中主动跟患者交

流#消除其紧张情绪#采完血后嘱患者卧床休息#血袋立即封

口+登记#将标有姓名+科室+住院号+床号+血型等内容的专用

标签填写后贴上#校对自体储血申请单无误后#存入
#]

冰箱

存放#术中回输用)共分
$

次采血#间隔时间为
"

周左右#每次

#%%A*

#储备
"8%%A*

#采血后应给患者加强营养#补充铁剂)

C

!

结
!!

果

采集自体血顺利#自体血在术中全部回输给患者#未发输

血反应)自体输血手术前后血液指标对照
!

见表
"

)

表
"

!

患者自体输血手术前后血液指标结果比较

项目 手术前 手术后 手术后
$D

K̂

&

L

"

*

'

"/" "#/ "8$

:_R

&

X"%"8

"

*

'

&,%+ #,/- #,"&

I*'

&

X"%3

"

*

'

"%& 3# "$/

R̂'

&

.

'

+&,- #+,# $-,3

D

!

讨
!!

论

当
"

例受血患者作为自己的供血者时#他接受的应当是最

安全的输血)因其可避免和减少因同种输血引起的不良反应#

正逐渐受到临床医生的广泛重视1

8

2

)

:M

&

0

'阴性手术患者输

血#属稀有血型#寻找相同血源十分困难#所以给
:M

&

0

'阴性

手术患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能让患者尽快手术和安全输

血#只要自身身体状态允许#自体输血不失为上策)

常规储存式自体输血应用指证为!

K̂

&

""%

L

"

*

#无严重

心+肝+肾+肺功能损害的上述患者#年龄在
""

!

&+

岁的均可考

虑)整个采血过程#患者无紧张+头晕等不良反应#回输顺利#

无输血反应#手术后未发现感染#手术恢复和同类患者相比要

快#自身输血可以刺激自身骨髓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机体造

血机制#有利于机体免疫力提高和手术后的恢复#同时#自身输

血使血液得到稀释后可以降低血液黏度#有利于患者健康)

总之#自体输血对于血型稀有的/

;_

0型
:M

&

0

'阴性的择

期手术患者是十分适宜的#不仅解决了手术中输血问题#而且

还避免了因输异体血引起的不良反应#同时减轻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有利于手术后恢复#值得很好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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