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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测量系统测试的目的#都是要得出被测量的真实值*

但在实际工作中#要想获得测量的真值是不可能的*为评价测

定结果的质量#需要进行不确定度评定*为此#作者对
()%)

年

省地方病环境研究所发放质控考核水样中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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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检

测#并对测定结果的不确定度进行分析#建立一套合理的评定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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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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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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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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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设定仪器最佳工作条件#点燃原子化

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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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始测定标准系列及样品荧光强度#绘制标

准曲线#计算回归方程&

*E7_:7

'*式中!

\$

荧光强度&

P

'

:$

斜率(

7$

标准浓度#

0

@

"

9

(

7$

截距+

G$A

,

*

DDM

!

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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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子荧光法测量过程#水样中砷含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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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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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试过程和计算方法#测量不

确定度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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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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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不确定度评定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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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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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量化分析测

量不确定度指南#在化学分析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中#推荐采

用
cE(

计算扩展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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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的报告

考核水样中砷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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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L

*

表
L

!

P#&

测定质控水样砷不确定度汇总

不确定度来源 评定方法 标准不确定度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取样体积
>

类
d )D))%HL

工作曲线求样品浓度
P

类
)D)%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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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M

标准溶液浓度及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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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D))

"

@

"

09 )D))((F

标准溶液
>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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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取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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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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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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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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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不确定度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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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不确定度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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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

表示无数据*

F

!

讨
!!

论

通过对用氢化物原子荧光法测定质控考核水样中砷的不

确定度进行分析评定#发现标准溶液引入及标准工作曲线(重

复性测定的不确定度分量占较大的比例#因此#测定过程中对

这
L

个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得到其最主要的不确定度来源

是绘制工作曲线#在移取标准溶液体积时#量小引入相对不确

定度就大#故在绘制工作曲线时宜采用适中浓度的标准溶液*

仪器变动性不确定度已在测量重复性不确定度分量中包含#不

再评定*随着实验室条件的改善#环境状态能调节控制#其产

生的影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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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若插管顺利而无尿液流出#或仅有少量的新鲜血尿#或从

导尿管中抽出血块均应高度怀疑膀胱破裂*以膀胱灌注实验

确定膀胱是否破裂简单易行#灌注生理盐水
L))

#

G))09

#抽

出液体量与灌入量不符提示膀胱破裂*应注意灌注量不宜太

少#否则易引起假阳性*本组
(F

例经此检查而确诊*然而有

时因裂口小#膀胱裂口可暂时被肠管或大网膜)血块阻塞#膀胱

逼尿肌收缩)裂口周缘水肿等#致使注水实验呈假阴性#本组
L

例有这样的情况#其中
(

例经腹腔穿刺抽出血性尿液确诊#

%

例经膀胱逆行造影确诊#另有
%

例女性患者在
#-32

1

"

<

三腔尿

管行导尿过程中其中因阴道壁破裂#导尿管插入阴道内#误认

为未从尿道口插入*膀胱逆行造影是诊断膀胱破裂的可靠方

法#方法得当#准确率可达
HAY

#

%))Y

+

L

,

#造影剂的注入量和

摄片方法是避免假阳性的关键*应先注入
(A)

#

L))09

造影

剂#摄正位片#如无外溢#再灌入
%A)09

#摄正位)双侧斜位片#

然后将造影剂排空冲洗后再摄正位片#但在病情危重或需要减

少搬动时即难以进行*腹腔穿刺法能抽到大量的淡红色尿液#

无疑亦为诊断腹膜内型膀胱破裂的佐证*

创伤性膀胱破裂多合并有骨盆骨折及其他脏器损伤#往往

有休克表现#应积极抢救治疗+

G$A

,

*本组
(%

例&

AAD(MY

'伴有

休克#所以#收治后应积极纠正休克#为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

膀胱破裂一旦确诊#即应手术治疗*手术原则为!修补膀胱#膀

胱造瘘#耻骨后间隙引流*对腹膜内型膀胱破裂#术中除吸尽

腹腔内尿液外#尚需置管引流腹腔*如系混合型#在膀胱修补

并造瘘后#腹腔和耻骨后间隙应分别予以充分引流*修补膀胱

后#是否膀胱造瘘应根据术中情况而定*膀胱损伤严重#裂口

大者用膀胱造瘘#否则可单纯留置
#-32

1

"

<

三腔尿管
O

#

%)4

加膀胱持续冲洗
(4

*本组
A

例属后者#引流冲洗也很通畅#痊

愈出院*对于腹膜外型膀胱破裂#有报道认为#根据患者情况

可单纯留置尿管而避免手术+

M$O

,

#本组只有
%

例采用非手术疗

法*作者认为对一些腹膜外型的膀胱破裂#如裂口小)膀胱出

血不严重且不需要剖腹探查其他脏器损伤#非手术疗法亦可取

得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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