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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分析系统是一个自动化)随机

存取)多通道的分析仪#用于免疫分析,通过使用电化学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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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行体外定量和定性测定多种分析物,系统由一

个分析仪和一个控制装置组成#其中分析仪能执行全自动化标

本和分析操作所需的所有功能#而控制装置则通过用户软件控

制分析仪,分析仪实时监测#允许系统在无人监视下运行#警

报信息可通过声音的方式告知操作员,本科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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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购入

此分析仪以来无大的故障发生#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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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少见故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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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由于电导率升高导致某项目试剂的液面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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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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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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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明书要求检查试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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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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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试剂仓#检查试剂瓶盖上无露珠#试剂量足够#排除试剂问

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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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时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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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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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电压处于不断变化

中#需清洁吸样针,执行清洗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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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关闭分析仪电源#

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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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移至容易操作的区域#使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浸泡的纱布片擦拭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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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的外表面和针头,开机后运行

仪器发现相同报警仍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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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系统水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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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报警出现时仪器的状态发

现#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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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运行至试剂仓上方时即发出报警#标本"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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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并未进入试剂瓶,报警描述中内容提示!可能是水电导率增

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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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进行清洗系统水容器步骤#清洗后添加足量去离

子水#然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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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注入去离子水中#防止气泡

产生,开机执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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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略偏向于右侧#于是向左调节至瓶口中心位置#运行

仪器报警仍未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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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进入维护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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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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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时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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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时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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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电压变化不大#按工程师指示#在准备状态下#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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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移至容易操作的区域#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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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上方的盖子#用照明良好的

手电筒在靠右侧找一调螺母#用合适塑料平头螺丝刀或自制竹

签调节螺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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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观察电压#调

节至无
/IX

头时电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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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仪器#报警清除,本次

故障最终通过调压板调节电压得以修复,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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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分析仪大多用于急诊分析#在工

程师无法及时到场的情况下#作为一名检验人员#能及时排除

故障#保障仪器正常运行#对急诊标本结果的及时发放是有益

的,希望通过本文的报道#对解决相同故障的出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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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本院对检验高科技设备的投入#检验科在临

床诊疗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尽管本院在检验质量控

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出现检验结果与临床不符的情

况#现将影响血液检验质量的因素及对策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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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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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

NZU

%也有明显变

化#精神紧张)剧痛)极度恐惧均可使血红蛋白$

UE

%)白细胞

$

\[O

%增高,

$+/

!

患者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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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一顿标准餐后取血可使血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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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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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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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高蛋白

或高核酸食物#可引起血液中尿素氮及尿酸增高#进食高脂肪

食物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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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度增高#餐后采集的血液标本其血清常

出现孔糜状#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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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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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注射)输入药物会影响检验结果#如服

用大剂量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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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走势一致#并且离散程度基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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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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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验室标准化管理#凝血检测项目也趋于规范#室内

质量控制至关重要#是保证凝血试验检测准确的必要手段#正

常和异常质控同样重要,由于质控品价格和实验室运行成本

的关系#很多实验室只做正常质控不做异常质控#难以保证临

床检验结果#就显得自制血浆很重要,作者根据工作中的实际

情况#利用实验室检测后的标本采集混合血浆#自制了凝血检

验室内正常和异常血浆#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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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凝仪

的室内质量控制,判断自制凝血检验质控血浆是否成功的关

键应该至少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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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是能否起到室内质控的效果(二是

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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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果表明#自制的凝血检验质控血浆在室内质控方面

和仪器原装配套定值质控血浆比较具有相似的效果#有很长的

稳定期,说明自制的凝血检验质控血浆完全能满足室内质控

的要求,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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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应用#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既达到了室

内质量控制的要求#又节约了运行成本,另外#本科室在使用

过程中体会到#自制的凝血质控血浆的配制和使用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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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凝血检验质控血浆不能反复冻融#每支只能使用一次#从

冰箱中取出#放在手心轻轻晃动使其迅速融化#每天固定在同

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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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凝血质控血浆一定要放在超低温冰箱中#这样

才能保持其稳定性,经过本科室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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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观察#其稳定性

和精密度符合质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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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质控血浆的采集制备简便#成

本低#适用于各类凝血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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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凝血试验的准确性,

'

!

血标本采集后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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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标本时因护理人员粗心大意#在所采集的标本上注

明标识时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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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不及时或送检后没有及时检测#致使结果不准确#如

血细胞的糖酵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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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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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血气分析标本置室温保存#血细胞在体外继续进行新陈

代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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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氧分压下降#二氧化碳分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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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或家属送检#若出现标本打翻在地#造成标本污染或

送检途中不断振摇标本#使标本溶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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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前嘱咐受检者保持充足睡眠#情绪稳定#空腹采血时

间不宜延长#否则会因饥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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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胆红素升高,

宜在用药前或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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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血#不宜在采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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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或食高

脂肪)高蛋白食物,以上情况若无法避免#则应在检验单上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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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取坐位或卧位采血#压脉带捆扎不宜过紧#避免在炎

症)水肿)淤血等处穿刺,采用真空管既可避免用错抗凝剂#又

可防止标本溶血,抗凝剂应比例适当#混匀充分,进行多项血

液检验时#先采抗凝管#凝血试验必须放入第
$

管#然后再采普

通管#避免在输液)输血同一肢体部位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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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后应尽快检测#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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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凝血)

血气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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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标本应严密封闭#以免接触空气,若不能

及时送检标本应放置阴凉处#禁止放在暖气旁或窗前#杜绝患

者或家属送标本,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检验质量#使检验科检测结果与临床

相符#检验科人员或医护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将不利因素

控制在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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