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黄疸#应积极完善相关检查#积极采取措施处理)

'3/32

!

戳孔疝
!

主要发生于脐周及剑突下戳孔#原因为戳孔

较大#取除胆囊后没有缝合腹直肌前鞘所致)

'3/3)

!

颈胸腹部皮下气肿*纵隔气肿*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

高碳酸血症
!

主要发生原因是手术时间过长或术中二氧化碳

气腹压力过高)预防原因主要是要求术者在行
Q$

手术时#动

作熟练#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合理控制气腹压力)

'3/3.

!

坠积性肺炎
!

主要发生于老年体弱患者)特别是老年

体弱患者在气管插管后更容易发生#术后应鼓励患者尽量咳嗽

排痰#对咳嗽排痰困难者#应早期雾化吸入#帮助排痰#鼓励早

期下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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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干化学参比液作为湿化学电解质测定质控品的可行性分析

田
!

军"辽宁省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5

$

!!

"摘要#

!

目的
!

对富士干化学电解质参比液作为生化分析仪电解质测定质控品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方法
!

重

复测试以确定备选液体的均一性&稳定性!判断是否达到质控品的标准%结果
!

备选液体
9

瓶的瓶间差!

[

&

T<

&

$>

离子分别为
'3*6

&

&3'6

&

&3'6

%备选液体
((K[

&

T<

&

$>

离子的检测结果分别为("

43&9]'3'9

$&"

&**3(]&3'

$&

"

7:35]&3'

$

NN;>

#

Q

%结论
!

X.Z+V#+0$%P-

电解质参比液作为生化分析仪电解质测定的质控品!瓶间变异小!

分析物
>P6

&

&6

'质控
V+

值小于
&3'6

!能够满足临床生化检验对电解质的质控品要求%

"关键词#

!

参比液'

!

电解质'

!

质控品
!

!"#

!

$%&'()(

"

*

&+,,-&$)./0(122&/%$$&%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550'&

!!

目前#各大医院检验科
[

*

T<

*

$>

离子检测主要依靠大型

生化分析仪中
+2P

装置来完成)该机构在工作中由于电极状

态改变*维护不到位等原因#必须定期进行校准及质控)本单

位使用的质控品为原装日立质控品#由于是清蛋白溶解液#不

能长时间保存#仅能够保持
4:C

的可靠性#且仅有高低两种浓

度#缺乏中间正常参考范围内的质控品)本着节约开支的精

神#作者试将本单位正在使用的一种干化学电解质参比液作为

生化分析仪电解质测定的质控品#并对其均一性*稳定性等进

行了试验和探讨#现将可行性分析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3$

!

标本来源
!

本单位电解质测定采用干片法的仪器为
X.0

Z+V#+0$%P-:''

$日本富士胶片株式会社生产%#备选参比液

即为这台仪器所配套的原装进口参比液$批号
&'&)7

%)

$3/

!

方法
!

采用
%+!8$%+5)''0'('

全自动生化分析$日本

日立株式会社生产%配套
+2P

装置进行检测#所有操作均严格

按照
2"Y

文件操作#当日质控在控#结果真实可靠)

$3'

!

质控物的分装
!

由于备选参比液为液体且具有密封盖#

不需要单独分装#用时平衡至室温倒出即可#用后密闭放入
(

!

:U

冰箱保存)

/

!

结
!!

果

/3$

!

瓶间差分析
!

取备选同一批号参比液
9

瓶#检测瓶间差#

[

*

T<

*

$>

离子分别为
'3*6

*

&3'6

*

&3'6

)

/3/

!

稳定性观察
!

取其中
&

瓶在
((K

内#每日检测
&

次#

[

*

T<

*

$>

离子的检测结果分别为$

43&9]'3'9

%*$

&**3(]&3'

%*

$

7:35]&3'

%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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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3'

!

准确度分析
!

将测定值与靶值比较#计算
V+

值#

[

*

T<

*

$>

离子的检测结果分别为
'3)'6

*

'3:96

和
'3:96

)

'

!

讨
!!

论

电解质测定是临床上经常且重要的检测项目#要获得准

确*可靠的结果#良好的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质量控制必不

可少,

&0(

-

#而质控品是做好分析中质量控制的重要基础)目前#

日立生化分析仪的电解质质控主要依赖进口#由于价格昂贵#

限制了它的日常使用)非专门质控由于质量问题#结果也得不

到保证)

此次备选的参比液来自于本单位正常使用的仪器配套剩

余试剂#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参比液作为校准的基础#

生产厂家都会给予极大的重视#质量上稳定可靠)唯一的缺陷

是开盖放置会因蒸发而引起浓缩#从而导致质控物的失效#因

此开盖后需要在
*

个月内用完)

该液体作为生化分析仪电解质测定的质控品#无传染性(

瓶间变异小#分析物
>P6

&

&6

(质控
V+

值小于
&3'6

)所有

技术指标均符合1体外诊断试剂质控品$物%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2$征求意见稿%#能够满足临床生化检验对电解质的质控品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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