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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两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之间的相关性!确保两种仪器测定结果的一致性&方法
!

以
VT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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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高新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检测仪器

应用于临床血液检验#大大丰富了临床血液检测的手段#但方

法)仪器的多样性必然导致检测结果的差异,在同一实验室内

用不同方法学的实验仪器对同一检测项目进行检测时#由于仪

器不同#检测结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临床上容易对实验

数据产生困惑#也给检验科对临床结果的解释带来一定的困

难#本文就两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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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抗法原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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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测定结果进行方法比对#以确保两种仪

器测定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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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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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选择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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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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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院住院和门诊患者的

样本#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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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采集新鲜血液#

其中包括高)中)低值#样本浓度尽可能宽地均匀分布在仪器允

许检测范围内#特别是要覆盖医学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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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检验人员充分熟悉两种血液分析

仪的各个环节#包括仪器)试剂)质控品等#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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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参加江苏省室间质评活

动#连续几年来各项指标均在允许范围之内#质评分均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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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直线回归统计的斜率及截距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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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比对#从而确定两台仪器的误差在临

床可接受范围内#保证了检验报告的一致性#为避免基质效应#

本研究采用的是患者新鲜血液而不是质控物#两种仪器同时检

测#测定的顺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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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最大限度的避免其他环境因素和携带污染对测定结果带来的

影响,两种仪器均具有试剂用量少)成本小)速度快等优点#适

用于大批量标本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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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血量少#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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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适用于儿科婴幼儿采血使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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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适用于静脉采血#仪器可以自动混匀)自动加样#节

约人力#同时该仪器可提供细胞大小)细胞核)细胞颗粒大小及

其复杂性的信息#并结合化学染色技术#准确地把嗜酸细胞和

嗜碱细胞区分开来#同时检出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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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精确的五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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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所有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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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数据分布范围较

好#作直线回归统计时#其斜率和截距的值较可靠,对两组数

据做
;

检验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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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指标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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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使用的阻抗原理#只能

根据
*̂O

体积的大小进行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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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使用

的容量)电导和光散射法原理#根据
*̂O

结构成分进行五分

类#所以两种仪器在
*̂O

分类上无法作比对分析,无论何种

血液分析仪在分类过程中#都必须用镜检复片#检查是否有异

常淋巴细胞)幼稚细胞#对异常结果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对疾病

诊断)病情判断提供确切的血液分析结果,

血液分析仪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靠#已经成为各级医院

临床检验专业的主要检测手段,随着医院工作量的不断增加#

很多医院已拥有多台不同品牌或不同型号的血液分析仪#但由

于各厂家生产的血液分析仪采用的原理和试剂性质不同#造成

结果潜在差异*

9

+

,因此#要保证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之间的一

致性#除了要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还必须建立合理的比对

程序#即用可溯源的血液检测系统定期进行本实验室常规检测

的血液分析仪的比对,总之#用新鲜血液作为各仪器之间的比

对物#不仅经济方便#而且可以提高多台血液分析仪在实际工

作中交替使用时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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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阑尾炎手术切口感染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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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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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为降低阑尾切除手术后的感染率提高治愈率!减少患者的痛苦&方法
!

对于手术切口的保护!

根据临床体征!选择手术切口部位!同时均不使用电刀!以防止电流灼热致脂肪细胞破坏&结果
!

"&$

例阑尾炎患

者中
!%

例切口红肿!治疗后工期愈合#阑尾穿孔腹膜炎
"!

例 !

.

例切口红肿硬结!治疗后
"

例
*

期愈合!

!

例切口

感染&结论
!

使用电刀导致切缘两侧组织的变性坏死和血管闭塞!对组织损伤较大!同时大脂肪细胞破坏!不失为

细菌的良好培养基!大大增加了切口感染率!阑尾切除应尽可能不用电刀为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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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尾炎是普外科的一种常见病#阑尾切除手术在普外科手

术中占很大比例#由于抗生素的使用和手术技术操作水平的提

高#以及对阑尾为切除手术患者术中正确的皮肤)切口保护#不

使用电刀#用聚维硐碘)甲硝唑洗切口$揩净渗液#术后切口湿

敷乙醇纱布等预防切口感染 #使阑尾切除手术后感染率呈明

显下降#从而提高治愈率,下面就本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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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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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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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阑尾切除手术切口感染的预防回顾性临床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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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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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

"%%4

年本院共收治阑尾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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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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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年龄
&

"

7.

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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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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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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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慢性阑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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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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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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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手术切口的保护!根据临床体征#选

择手术切口部位#同时均不使用电刀#以防止电流灼热致脂肪

变性)液化)坏死*

!

+

$上提腹膜首先剪一小口#探明腹腔渗液较

多者用电吸引抽吸脓)渗液#逐步扩大切开腹膜#用血管钳将两

侧腹膜外翻钳夹于切口皮肤保护中#用湿纱布揩净右结肠旁

沟#盆腔积液后行常规阑尾切除术#防止腹腔渗液外漏,'

"

(手

术处理!术者用镊子)卵圆钳沿结肠带查找阑尾#尽最大可能减

少手直接入腹腔接触阑尾#同时将阑尾置于湿纱布保护中#切

除阑尾后连同湿纱布一并去除,对坏疽)穿孔性阑尾炎#术中

需更换无菌手套#更换部分器械#缝合腹膜后彻底止血#切口用

聚维硐碘逐层清洗皮下各层#并时间保留
!,/0

#无菌干纱布揩

净渗液#对边缝合各层且缝线松紧适宜避免缝线过密,'

.

(手

术后预防$根据腹腔炎性反应轻重#选用各级)各类生素抗感

染#密切观察切口变化#根据红肿程度或更换乙醇纱条#或伴切

口明显肿痛)硬结#有波动感者应拆除缝线敞开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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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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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单纯性阑尾炎无一例切口红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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