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社#

2""5

!

$0-6$/!4

*

#

+ 刘承基
4

脑出血病的外科治疗*

%

+

4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

出版社#

!3$/

!

2-#62554

*

-

+ 汪海关#戴荣权#周剑锋#等
4

高血压脑出血规范化外科治

疗的探讨*

[

+

4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5

#

2!

$

!!

%!

05$4

*

5

+ 王少兵#刘红朝#蒋泳#等
4

显微镜下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

高血压脑出血
-0

例临床分析*

[

+

4

中国医师杂志#

2""5

#

/

$

!2

%!

!0/"6!0/!4

*

0

+ 丁育基
4

颅脑重症与手术并发症*

%

+

4

北京!北京出版社#

2""2

!

3$4

*

/

+ 李和平#郗振东#孙红燕#等
4

重型颅脑损伤术中急性脑膨

出的处理*

[

+

4

中国临床医学#

2""5

#

!2

$

!

%!

#36-"4

$收稿日期!

2"!!6"#6"-

%

!临床研究!

*S&.

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结果的比对试验及分析

邓
!

芳!敖家富!王海涛"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2#0$"#

#

!!

"摘要#

!

目的
!

以实验室大型生化分析仪器为参考方法作比对!对安徽亳州市人民医院
2

种型号
!/

台即时床

旁诊断"

*S&.

#血糖仪检测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进行测试$方法
!

用
*S&.

血糖仪对葡萄糖含量分别为高%中%低
#

种浓度的全血标本进行测定!结果与实验室大生化仪血糖测试结果进行比对!用极差和偏倚作为精密度和准确度指

标$结果
!

在精密度上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Q(

#

2""2

年发布的葡萄糖
*S&.

的应用准则的标

准!

!/

台血糖仪在
#

个水平中有
!

台不合格'在准确度上血糖仪结果低值标本平均偏高
"42$X

!中值标本平均偏高

"4!"X

!高值标本则呈负偏差!平均为
"̀4"#X

$结论
!

*S&.

每一个测试都是独立的!极易出现差异!建立有效质

保体系和管理规范!进一步提高
*S&.

的质量!如稳定性与实验室方法的一致性!极其重要$

"关键词#

!

*S&.

'

!

血糖'

!

血糖仪'

!

质量控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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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263-55

"

2"!!

#

!#6!53#6"2

!!

随着糖尿病$

+%

%患者的增多#对血糖的检测越来越受到

重视)良好的血糖控制#使血糖接近正常水平#可以大大延缓

糖尿病患者各种并发症的产生或减少产生的趋势)因此自我

血糖监测$

(%U1

%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监测可直接了解机体实

际的血糖水平#并及早发现因过度的血糖控制而产生的低血

糖*

!

+

)血糖床边诊断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给临床诊疗带来了

很大的方便,快捷#赢取了时间*

2

+

#大多数进行的即时床旁诊断

$

*S&.

%试验#常常会发生一些同一患者使用不同仪器连续测

定的血糖值相差较大#给诊断,治疗带来不便$尤其是
+%

患

者的用药量调整%)

*S&.

血糖仪的质量控制以及和大型生化

仪器检测的比对问题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院对全院使

用
*S&.

血糖仪的临床科室进行了血糖室间质量比对工作#

共
!/

个临床科室参加#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4$

!

标本来源
!

选取高,中,低
#

份不同葡萄糖浓度的血细胞

比容$

&̂.

%均在正常范围$

#5X

!

55X

%肝素抗凝全血)血糖

仪直接用全血测定#生化仪酶法使用血浆)

$4/

!

仪器和试剂
!

德国贝朗血糖检测仪及其随机试纸条
5

台,美国罗氏罗康全活力型血糖仪及其随机试纸条
!2

台)全

血质控品的定值方法采用血浆葡萄糖己糖激酶法#使用贝克曼

&b3

生化分析仪#原装配套的贝克曼葡萄糖试剂#由原装贝克

曼定标液,原装贝克曼质控品监控测定过程)

$4'

!

方法
!

在做比对实验前#对实验室现用血糖测定方法进

行校准)用各临床科室的
*S&.

血糖仪及配套的试纸对标本

进行检测#同时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浆葡萄糖的浓度#每个浓

度重复测定
#

次取均值#所有试验在
#"F@A

内完成#按照美国

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Q(

%

2""2

年发布的葡萄糖

*S&.

的应用准则的要求!以中,低值标本
#

次结果极差小于

!5X

#高值
#

次结果极差小于
!"X

为重复性好来判断是否符

合要求#如符合判为合格#反之判为不合格)

$4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4"

软件#计算均值,标准差,

偏倚等)

/

!

结
!!

果

/4$

!

各台血糖仪的重复性
!

在
!/

个病区中#

2

个病区用
#

个

标本进行测定#因每台血糖仪仅重复测
#

次#无法计算不精密

度#计算每台仪器同一操作者进行操作时的极差#极差与平均

值百分比#见表
!

)

表
!

!

*S&.

血糖仪极差与均值比值

操作病区
极差

高值 中值 低值

极差与均值比值百分比$

X

%

高值 中值 低值

! !45 "4# "42 $4$" $4#0 !24"5

2 "42 " "4! !4!/ "4"" 04"2

- "4# "45 "4# !4/0 !#43# !$4"/

5 "4/ "4! " -4!! 24/3 "4""

0 "4/ "4! " -4!! 24/3 "4""

/ "4$ "4! "42 -403 24/3 !24"5

$ " "4# "42 "4"" $4#0 !24"5

3 242 "42 "4! !243! 545/ 04"2

!" "4- "4! "4! 24#5 24/3 04"2

!! "40 "4# " #452 $4#0 "4""

!2 "4- "4# "4! 24#5 $4#0 04"2

!# "4# "4! "4! !4/0 24/3 04"2

!- "4# "4! "4! !4/0 24/3 04"2

!5 "4# "4! "4! !4/0 24/3 04"2

!0 "4- "4! "42 24#5 24/3 !24"5

!/ "4$ "4! "42 -403 24/3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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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按照
)&&Q(2""2

年发布的葡萄糖
*S&.

应用准则的要

求
!

以中,低值标本
#

次结果极差小于
!5X

#高值
#

次结果极

差小于
!"X

为重复性好*

#

+

)见表
2

)

/4'

!

与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比较
!

#

份样本血浆葡萄糖浓度

分别是
!04$#

,

#4$/

,

24"2FF7;

"

Q

#将每台血糖仪的结果与生

化分析仪的结果作比较#血糖仪结果低值标本平均偏高

"42$X

#中值标本平均偏高
"4!"X

#高值标本则呈负偏差#平

均为
"̀4"#X

#见表
#

)最大和最小偏倚见表
-

)

表
2

!

*S&.

血糖仪比对实验合格统计%台&

水平浓度 合格 不合格

高值
!0 !

中值
!/ "

低值
!0 !

表
#

!

*S&.

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比对的偏倚%台&

操作病区
#

次测定平均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差值$与生化比较%

高值 中值 低值

偏倚$与生化比较%

高值$

X

% 中值$

X

% 低值$

X

%

! !04#" #40/ !4$# "̀4/- "4"$ "4!/ -̀4#- 24!- !"4--

2 !54$# #40" !4/# !̀42! "4"! "4"/ /̀4"$ "42$ -4-2

- !545# #4-" 24"" !̀45! "̀4!3 "4#- $̀4$- 5̀423 2"4-$

5 !043# #4#/ !4#" "̀4!! "̀422 "̀4#0 "̀40# 0̀422 2̀!403

0 !/4!" #40# !45" "4"0 "4"- "̀4!0 "4#5 !42! 3̀40-

/ !/45" #40/ !4-/ "4-0 "4"$ "̀4!3 24/" 24!- !̀!405

$ !/42" #4## !4/" "4!0 "̀420 "4"- "43- /̀4!5 24-!

3 2"4#" #4/# !4#/ #420 "4!- "̀423 !34!# #433 !̀/40/

!" !043# #4/# !4$/ "̀4!! "4!- "42! "̀40# #433 !24-5

!! !/4"/ #40/ !4$" "4"# "4"$ "4!- "4!0 24!- $4-#

!2 !/4-/ #40" !4-# "4-# "4"! "̀42# 245" "42$ !̀#405

!# !045/ #4/# !4/# "̀4-/ "4!- "4"/ 2̀4/$ #433 -4-2

!- !/40" #4-/ !40# "450 "̀4!2 "̀4"# #423 #̀4-- !̀40!

!5 !04$# #4// !4/# "̀42! "4!$ "4"/ !̀42! -432 -4-2

!0 !04-" #45/ !45# "̀40- "̀4"2 "̀4!# #̀4/0 "̀405 /̀40#

!/ !/4"" #45/ 24"" "̀4"- "̀4"2 "4#- "̀42# "̀405 2"4-$

表
-

!

*S&.

血糖仪比对偏倚统计%

X

&

水平浓度 最大偏倚 最小偏倚

高值
!34!0 "4!0

中值
/̀4!5 "42$

低值
2̀!403 !̀40!

'

!

讨
!!

论

根据
)&&Q(2""2

年发布的葡萄糖
*S&.

应用准则*

#

+

#要

求血糖仪测定值大于
-42FF7;

"

Q

时#与医院检验部门之间的

差异应小于
2"X

(血糖仪测定值小于
-42FF7;

"

Q

时#差异小

于
"4$#FF7;

"

Q

)根据这些标准#调查发现有
!

台血糖仪的低

值标本偏差不符合要求#发现是由于外科护理人员操作不熟练

所致)

!

台血糖仪
#

种浓度均超过标准为脑外科护理人员#另有

!

台有一个浓度超过标准也为外科护理人员)有
!

台重复性

较差#超过要求#后经调查发现该台仪器所使用的试纸条潮湿

$试剂瓶曾经长时间没上盖%#说明试剂保存对结果的影响很

大#同时也说明
*S&.

培训应对操作的护理人员强调质量不

仅仅依靠仪器#更依靠分析的各个环节和质量意识的提高)

有文献报道经过培训后#操作者的变异会减小*

5

+

)由于出

厂时仪器经过校正#来自仪器精密度的测定据不完全统计#报

道都是正常的#所以差异主要来自操作者)从本实验可以看

出#变异系数$

5W

%值虽然满足要求#但大于实验室人员的操

作)从精确度上说床边血糖仪器主要用于监测疗效#而不适合

用于临床诊断)

国际临床化学家联合会最近提出#血糖仪的测定结果应统

一以生化分析仪血浆葡萄糖浓度表示*

#

+

#由于血浆葡萄糖要比

全血血糖高
!!X

#血糖仪在出厂前已经过校正#测得的结果等

同于血浆血糖值#本次调查血糖仪采用肝素抗凝全血#符合仪

器的质控要求)各血糖仪平均值与大生化仪器结果比对分析#

高值结果偏差有高有低#而中,低值均偏低#与报道一致*

-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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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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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红花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

例临床分析

孙建军!

!王
!

艳2

"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红花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
!

选择
5"

例冠心病心绞痛的病例!随机

分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给予红花注射液
#"FQ

静滴!每日
!

次!对照组给予丹参注射液
#"FQ

静滴!每日
!

次!

观察均为两个疗程$结果
!

红花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

304/X

#%心电图改善率及降脂作用均优于丹参对照组!两组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P34#"0

!

@

$

"4"!

#$结论
!

红花注射液对冠心病心绞痛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

红花注射液'

!

冠心病'

!

心绞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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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263-55

"

2"!!

#

!#6!5356"!

!!

冠心病心绞痛是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可导致急性

心肌梗死或猝死)第一次冠心病事件后约有
!

"

#

患者死亡*

!

+

)

本研究用红花注射液进行辅助治疗取得显著疗效#并与丹参注

射液做对照研究#现将治疗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本院门诊自
2""2

年
!

月
!

2""3

年
!2

月共收

治冠心病患者
5"

例#随机分为红花治疗组与对照组)其中#红

花治疗组
#"

例#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0

岁#病程
5

!

#"

年不等#合并有糖尿病者
!"

例#高脂血症
!/

例 #高血压
!"

例#对照组
2"

例#男
$

例#女
!2

例#年龄
-5

!

/"

岁#病程
!

!

2"

年不等#合并有高血压
!"

例#高脂血症
/

例#糖尿病
5

例)

$4/

!

治疗方法
!

治疗组
#"

例用
5X

葡萄糖注射液
25"FQ

加

红花注射液
#"FQ

溶解后静滴#每日
!

次#每
!5

天为
!

个疗程

$糖尿病患者使用生理盐水%#休息后约
!"I

再进行第
2

个疗

程)治疗组治疗期间如果冠心病心绞痛发作#可给予硝酸甘油

等药物治疗#有高血压及高脂血症,糖尿病要给予相应的治疗)

对照组
2"

例用丹参注射液$每
FQ

含生药
!45

H

%

#"FQ

加
5X

葡萄糖注射液
25"FQ

稀释静点#每日
!

次#

!5I

为
!

个疗程

$糖尿病患者使用生理盐水%#治疗期间如果冠心病心绞痛发作

可含服硝酸甘油缓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继续服用降脂及降

糖药#治疗两个疗程后观察)

$4'

!

观察指标
!

每周进行心电图检查#并记录患者血压,心率

及心绞痛发作频率,持续时间,疼痛程度)治疗前后检测心,

肝,肾功能及血糖,血脂)

$41

!

统计学方法
!

计数资料采用
"

2 检验#红花治疗组与对照

组比较#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疗效评定标准
!

参照
!3/3

年中西医结合学会.冠心病心

绞痛及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进行)

/4/

!

临床观察
!

治疗组
#"

例#显效
2#

例#好转
0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
304/X

(对照组
2"

例#显效
/

例#好转
3

例#无效

-

例#总有效
$"4"X

)

/4'

!

治疗后两组疗效
!

见表
!

)

表
!

!

治疗后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4

%

X

&)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合计$例%

红花治疗组
2#

$

/040/

%

0

$

2"4""

%

!

$

#4##

%

#"

对照组
/

$

#54""

%

3

$

-54""

%

-

$

2"4""

%

2"

!!

注!

"

2

P34#"0

#

@

$

"4"!

)

'

!

讨
!!

论

红花为常用中药之一#具有活血通经,去瘀止痛的功效)

对于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以及血液,平滑肌等都有显著的药

理作用)其主要成分红花黄色素具有非常显著地抑制二磷酸

腺苷$

,+*

%诱导血小板聚集#抑制体内凝血#能够降低纤维蛋

白系统红细胞比容#提高纤维蛋白溶解酶活性#阻止血栓形成#

促进血栓溶解*

2

+

)改善微循环#降低血液黏度#促进毛细血管

网开放(有显著的降血脂作用#抑制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

成#从而起到保护心脏组织的作用*

#

+

)红花既可活血行气#又

可散淤止痛#亦可散淤利水行气#减轻心脏负荷#其总有效率优

于对照组#故在临床上在严格掌握红花适应证的情况下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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