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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常规分析仪在我国大中型医院已基本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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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测更快捷-更方便)然而由于标本量的迅速增加#大多

数医院从血液采集到标本测定一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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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反映患者当时的真实情况)另外#在临床实际工作中#经

常遇到患者短时间内两次的血液分析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个体指标的生理波动#也可能是因为

标本采集-贮存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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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对临床诊断工作

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血液标本因素是影响临床分析准确性和可

靠性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但是影响血液标本的因素也是多

种多样的#为确保实验数据的真实-可靠#应从患者的准备-标

本收集-贮存-处理等方面入手)作者就抗凝剂和血液标本放

置时间对血液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加以总结)

作者在本次实验中使用了深圳迈瑞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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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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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可以较长时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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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的是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测定法#测定过程

中需要加入溶血剂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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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定#实验结果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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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放置时间对血常规各参数均有影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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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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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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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大#采集标本后#最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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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检测完毕#可为临床提供更为真实-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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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偏差及其可接受性

项目 低值 中值 高值

总均值$

U

&

'#%! "=#'5 &4"#$5

标示值$

9

&

'#%< "=#5% &4!#"'

偏差$

L

&

fUZ9 Z$#$% Z$#&' Z"#$<

总允许误差$

"

"

!>/A

&

A

$#$=

3

$#&5

6

"#%'

E

可接受性 接受 接受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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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总不精密度标准差
$#"=% $#&4% '#"=%

总均值
'#%!$ "=#'5$ &4"#$5$

总不精密度变异系数
&#&5'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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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各系统性能参数分析

项目 截距 斜率 交叉污染 非线性 线性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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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制定疾病同一标准的迅

速开展#使得对临床检验结果具有准确性和可比性的要求越来

越强烈)实现检验结果准确和有可比性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和

保证检验结果的溯源性+

'

,

#但要实现检验结果的溯源性和可比

性的前提是对检测系统的性能进行确认)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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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学实验室
0

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3规定当实验室引进

新设备-新分析方法时#需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初步的性能评

价#以判断它是否符合要求)

/X"$0;!

文件的全称为0定量临床实验方法的初步评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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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的系列标准化文件之一)

此文件主要用于评价临床实验室定量分析方法的线性-偏差和

不精密度#可用于对自动分析仪-试剂盒-手工操作或其他临床

体外诊断方法的初步评价)

/X"$0;!

仅用
'E

$可不连续&即

可完成全部测试#按照其设定的测试顺序$中-高-低-中-中-

低-低-高-高-中&#便可一次性完成检测系统性能初步评估)

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

/X"$0;!

程序较为简便#可操作性强#

在国内大多基层医院都能实现)在本次系统性能评价测试中

测定
;̂ X

的偏差-不确定度均在允许范围内)高-中-低
&

种

浓度总均值与标定值偏差很小#在其测试范围内线性良好)多

元回归方程对
'

项参数$截距-斜率-交叉污染-非线性-线性漂

移&进行统计分析#从表
&

可看出#显示线性漂移-交叉污染的

回归参数
#

#

$#$'

#表明两者对精密度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截距-斜率-非线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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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与选择标本的
;̂ X

浓度有关#也提示在实际检测标本过程中

要注意标本浓度对线性范围的影响#对超出线性范围的标本可

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通过此评价程序后#显示检测系统未见交叉污染-线性漂

移等因素对精密度有显著影响#

W?6D,/%""

性能是可靠的#适

合临床实验室使用)但操作人员还可应用
/X5

$方法学比较&-

/X'

$仪器精密度评价&-

/X<

$线性评价&等对该系统进行进一

步的评价)在日后的应用工作中#还需进行室内质量控制和参

加室间质量评价工作#对系统的精密度-准确度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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