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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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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利用校准周期图建立日立
%!##

生化仪检测系统校准周期$方法
!

利用校准周期图!更换试剂

后对日立
%!##

生化仪检测系统进行校准!每
$7

检测一批质控血清!每批
)

种水平!每个水平做
"

次重复检测!以

累积
?S

小于
ONI-h((

允许误差的
&

(

!

作为评价标准$结果
!

肌酐从校准后
(7

即有低水平的质控血清累积
?S

%

$+'*

!其校准周期最短!

ILR

离子类校准周期每
&$7

需要校准一次!酶类校准周期可达
)#A

以上$结论
!

在确立

检测系统的校准周期时!一定要选用接近于检测下限的质控血清!选用高浓度的质控血清可能会造成确立的校准周

期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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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是指建立分析物的浓度或活性与检测方法"检测系统

间响应关系的过程#相当于确定了用来丈量物体的尺子的长

度,因此#检测系统的校准是保证患者检测结果可靠的基础,

生化项目众多#试剂种类繁杂多样,不同项目不同方法的试剂

成分各不相同#和空气接触后所受的影响不尽相同#试剂的挥

发也会造成有效组分的浓缩#在生化分析仪上的稳定时间有很

大的差异,省临床检验中心拟定的.临床实验室内质控工作指

南/中明确提出.对不同的分析项目要根据其特性确立各自的

校准频率/,为了解生化项目的校准周期#本文进行了这方面

的探索#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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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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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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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产的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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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仪(质控品为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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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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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水平非定值

临床化学控制血清#批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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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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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更换试剂后对日立
%!##

生化仪检测系统进行校

准#每
$7

检测一批质控血清#每批
)

种水平#每个水平做
"

次

重复检测#以累积
?S

小于
ONI-h((

允许误差的
&

"

!

作为评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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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监测
&$7

,从校准完毕后开始计时#至累积
?S

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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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h((

允许误差时结束#此间隔时间作为该项目的

校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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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项目继续每
$"7

监测一次#连续观察

&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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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周期图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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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K:9?0>086088:91R]914$##)

软

件用数学公试制作#设有
X-LL

判断线#只要把所检测的数据

输入指定数据栏#就会自动生成
?S

所得结果#提示是否需要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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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利用
LXLL&)+#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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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O?

检测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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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判断标准及校准周期结果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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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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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O?

检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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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周期图监测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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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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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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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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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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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血清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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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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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血清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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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校准周期最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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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校准

一次(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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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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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离子类校准周期次之#

_

d

)

D3

d

)

O4

i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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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校准一次(酶类项目较稳定#校准周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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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项目的高)中)低
)

种水平的质控血清中#因低

水平质控血清的分析物浓度低
?S

最大而普遍表现出最先达

到校准周期#高水平的质控血清累积
?S

最后达到校准周期,

因此#在确立检测系统的校准周期时#一定要选用接近于检测

下限的质控血清#选用高浓度的质控血清可能会造成确立的校

准周期过长,

表
&

!

各项目判断标准及校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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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按照试剂厂家要求的储存条件来保存试剂#试剂的稳

定时间基本上都能达到试剂的有效期,不同项目或厂家的试

剂开启以后在生化分析仪上表现出来稳定的差异#主要是由于

试剂的组成不同及实验条件的差异造成的,苦味酸法的
&̀

试剂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在空气中吸收了二氧化碳后
<

U

下

降很快#故校准周期只有
(7

(二甲苯胺蓝比色法的镁试剂虽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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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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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缓冲系统的存在#其上机后的稳定性表现

优于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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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离子项目不稳定性主要是由于电极处于不断老

化的过程中#再加上其判断标准较其他项目低造成的*

)

+

(而酶

类项目由于反应条件较温和#又有缓冲体系存在#其判断标准

也较宽#故校准周期可长达
)#A

以上,

日立
%!##

生化仪检测系统的校准周期既能避免不必要的

校准)节省检验工作的时间和成本*

"

+

#又可保证患者结果的准

确性,科学地确立校准周期对检测系统进行定期校准#是保证

生化项目检测结果可靠性的基本措施,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校

准周期的确立是在不添加试剂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有添加试剂

的种类或批号应重新进行校准,室内质控若反映出异常的趋

势或偏移#或有些干扰不可避免地存在时*

'

+

#超出实验室的接

受限#经采取一般性纠正措施后#还不能识别问题和纠正问题

时#需重新进行校准,本实验确立的生化项目校准周期与其报

道基本一致*

!

+

,

日立
%!##

生化分析仪对质控血清的检测#利用校准周期

图#科学合理地确立各检测项目的校准周期#既可避免不必要

的校准#节省检验工作的时间和成本#又能使生化结果获得准

确可靠的检测结果#是保证生化检验项目检测结果可靠性的有

效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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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并不能使患者肾功能获得进一步改善,通过这研究也找

出一种更为完善更为效的治疗方法#很显然如果治疗的费用相

对较高#在临床上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治疗期间#本研究也发现如下问题!$

&

%大量放腹水)肺

部感染和上消化出血是
Ù L

的促发因素#在治疗中应尽量避

免和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

%

O7:4A

评分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高危

险因素#如评分高于
(

分的患者应纳入肝移植等待名单($

)

%在

XHR&

使用过程中有时出现胸部发紧感#血压下降)发红)血管

炎)脸面潮红)心悸等症状#可能与
XHR&

的扩血管作用有关#

一般不影响使用#而且发生率极低#本试验中只有
$

例发生上

述症状,

总之#对于终末期肝病患者肾功能进行早期积极治疗是减

少
Ù L

发生#降低病死率和稳定过渡到肝移植的重要手段之

一,同时采用
XHR&

进行治疗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相信通

过经验的积累#临床疗效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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