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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比对，实现同一实验室不同仪器间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

可比性。方法　将使用性能良好、规范化操作的ＸＳ１０００血细胞分析仪作为参比仪器，另一台ＸＳ８００血细胞分析仪

作为实验仪器，两台仪器进行性能评价，校准后每个项目按照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文件要求，使用４０份不同浓度新

鲜血标本进行比对，按照中国《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中对不同检测系统间比对的要求计算２台仪器间的

相关性。结果　两台仪器间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比容、血小板计数相关性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结论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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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很多实验室已具备两台或两台以上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怎样保证同一实验室不同仪器间结果的一致性至关重

要，故定期对不同仪器检测结果进行比对，以保证不同仪器间

结果控制在临床可接受范围非常重要。我国《医疗机构临床实

验室管理办法》中也对其提出了详细要求［１］。作者对本实验室

２台血细胞分析仪的白细胞（ＷＢＣ）、红细胞（ＲＢＣ）、血红蛋白

（Ｈｂ）、血细胞比容（Ｈｃｔ）、血小板计数（ＰＬＴ）５个项目进行比

对实验，为实现不同系统间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　日本东亚公司生产的 ＸＳ１０００血细胞分析仪

（ＸＳＩ０００）和ＸＳ８００血细胞分析仪（ＸＳ８００），均使用配套试剂，

每半年进行１次校准，质控品为配套质控品。

１．２　校准品　２台仪器均使用广东省临检中心二级比对实验

室提供的定值新鲜血进行校准。

１．３　比对标本　选择４０份标本进行比对，必须排除对检测结

果有干扰的标本，每份标本２～３ｍＬ，放置时间不超过３ｈ，对

于难收集的极低和极高值标本采用稀释和浓缩的方法。

１．４　比对方法

１．４．１　根据规范化检测系统的要求将 ＸＳ１０００作为参比系

统，因为该检测系统使用配套试剂、用校准物定期进行仪器校

准，规范地开展室内质控，参加室间质量评价成绩优良。

１．４．２　首先对２台仪器进行性能评价包括精密度、携带污染

率、线性等，之后必须分别对仪器进行校准。

１．４．３　检测 ＷＢＣ、ＲＢＣ、Ｈｂ、Ｈｃｔ、ＰＬＴ５个项目，每个项目５

ｄ完成，每天选取８份标本，每个项目检测４０份标本，分别在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上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检测，全部标

本应在１ｈ内完成检测。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配对狋

检验，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分析各试验仪器和比对仪器测定值之间的

相关性、相关系数及回归方程。

１．５．１　数据处理　以ＸＳ１０００机测定结果为Ｘ，ＸＳ８００测定结

果为犢，绘制各项目５张散点图，初步观察线性程度、离群

值等。

１．５．２　数据测定范围是否合适及线性关系的检查　数据分布

范围是否合适用相关系数狉作粗略估计，狉２＝０．９５则可认为犡

值取值范围合适，如果狉２＝０．９５则必须扩大数据分布范围，然

后再重新分析全部数据。

１．５．３　线性回归分析　计算线性回归方程犢＝ｂ犡＋ａ，目测

散点图均匀性。

２　结　　果

２．１　散点图　以ＸＳ１０００测定结果为Ｘ，ＸＳ８００机测定结果为

Ｙ绘制散点图，ＷＢＣ、ＲＢＣ、Ｈｂ、ＨＣＴ、ＰＬＴ５个项目（除ＲＢＣ

外）的狉均大于０．９７５或狉２ 均大于０．９５，可认为ＸＳ１０００取值

范围合适，各项目在２台仪器间有很好的相关性。

２．２　回归分析　见表１。

表１　两台仪器各项目线性回归方程及狉和犘

项目 线性回归方程 狉 犘

ＷＢＣ 犢＝１．０００３犡＋０．１１３３ ０．９９０３３ ０．１４７１２

ＲＢＣ 犢＝０．８４６６犡＋０．６９０４ ０．８７７５９ ０．１９５５４

Ｈｂ 犢＝１．００４６犡－１．１５７３ ０．９９５８８ ０．０９４６６

Ｈｃｔ 犢＝０．９４６６犡＋０．０２２１ ０．９８９１５ ０．１７４９２

ＰＬＴ 犢＝０．９５９１犡＋２．４２９５ ０．９９２０５ ０．０８４０９

３　讨　　论

当使用两个以上检测系统检测同一项目时，应进行方法比

对，判断其临床可接受性能［２４］；并应定期对不同血细胞检测系

统进行测定结果的可比性分析，以及时发现系统误差，进行校

准，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５６］。

本实验室采用新鲜血标本对 ＷＢＣ、ＲＢＣ、Ｈｂ、ＨＣＴ、ＰＬＴ

５个项目在２台仪器间的检测结果按照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

文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狉值均大于或等于（除 ＲＢＣ 外）

０．９７５，两台血液分析仪各项目经成对资料狋检验（犘＞０．０５），

说明样本数据取值范围合适，两台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间具

有一致性和可比性。因此，定期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

实验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而每天对血细胞分析

仪进行质量控制是了解各仪器测定结果精密度的有效措施。

两者的结合对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十分重要，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同一检验科内不同实验室中，各种型号或同

一型号不同仪器间的测定结果具有可比性，保证检验结果的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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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检测结果分析

毛玉梅，张　涛（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０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的感染情况，为怀柔区的公安、司法等相

关部门制定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怀柔区羁押、看守人员进行 ＨＩＶ抗体检测。

结果　共检测２０４７名，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３例，阳性率０．１％。３例阳性者均为性乱者，其中１例有共用注射器史。

结论　看守所和羁押人员中发现有 ＨＩＶ感染者，应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宣传和行为干预。

【关键词】　艾滋病；　羁押人员；　高危行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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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切了解目前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的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ＨＩＶ）感染情况，为今后制定该人群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作者对怀柔区２０４７例羁押和看守所收

教人员进行了 ＨＩＶ抗体筛查，现将筛查结果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怀柔区看守所和拘留

所的羁押和收教者２０４７例。

１．２　调查方法　一般调查（包括询问病史、性乱史、合宿史、吸

毒史等）后用真空采血管采集上述人员静脉血４～５ｍＬ，室温

下自然放置１～２ｈ，待血液凝固、血块收缩后，再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５ｍｉｎ，分离血清，－２０℃保存备用。

１．３　检测方法　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２００４版）要

求，先用万泰生产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筛

查，对筛查呈阳性反应的标本，再用原有试剂和珠海丽珠生产

的间接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复测，结果疑似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再送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证实验室用 Ｗｅｓｔｏｒｎｂｌｏｔ确认。

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内部对照质控血清为试剂盒提

供的阳性和阴性对照血清，检验结果均在说明书要求范围内。

外部对照质控血清为卫生部临检中心购买的１ＮＣＵ／ｍＬ的质

控血清，检验结果均在狓±２狊范围内。每板均带内部和外部质

控血清。

２　结　　果

２．１　羁押人员和看守人员高危行为史　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共检测２０４７例，其中男１６３７例，占８０％；女４１０例，

占２０％。在所有检测的标本中，有静脉吸毒史３７例，有性乱

史１９１例，见表１。

２．２　羁押和看守人员年龄分布　年龄１５～６９岁，平均３４岁，

具有高危行为史的人员各年龄段分布见表２。不同年龄人员

有静脉吸毒史及性乱史行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静脉吸毒、性乱史人群年龄主要分布在４０岁以下，分别

占总人数的７８．４％、８０．１％。

２．３　血清学结果　２０４７例被监管人员中，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３

例，阳性率为０．１％，３例阳性者均为性乱者，其中１例有共用

注射器吸毒史。ＨＩＶ感染者年龄最小２２岁，最大４８岁。

表１　羁押人员２种高危行为史的分布情况

年份 检测人数 静脉吸毒史 所占比率（％） 性乱史 所占比率（％）

２００８ ７６３ １４ １．８３ ５６ ７．３４

２００９ ６４９ １２ １．８５ ６１ ９．４０

２０１０ ６３５ １１ １．７３ ６７ １０．５５

合计 ２０４７ ３７ １．８１ １９１ ９．３３

χ
２ － ０．０３０ － ４．５６５ －

犘 － ０．９８５ － ０．１０２ －

　　注：－为无数据。

表２　羁押人员不同年龄组 ＨＩＶ检测结果

年龄组（岁）检测人数 静脉吸毒 性乱史 阳性人数 阳性率（％）

＜２０ ２２５ ０ ２５ ０ ０．００

２０～ ８３６ ６ ４６ １ ０．０１

３０～ ５５４ ２３ ８２ １ ０．０１

４０～ ３３４ ７ ２９ １ ０．０３

５０～ ９８ １ ９ 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４７ ３７ １９１ ３ ０．０１

χ
２ － ２７．３８６ ２５．５９８ － －

犘 － ＜０．０５ ＜０．０５ － －

　　注：－为无数据。

３　讨　　论

艾滋病（ＡＩＤＳ）在我国已呈加速流行的趋势，形势十分严

峻［１］。通过本次对羁押和收教人员的 ＨＩＶ抗体筛查工作，很

好地掌握了本地区监管人员的 ＨＩＶ感染状况，准确、全面地掌

握了这部分人群 ＡＩＤＳ的疫情。公安监管场所是一个相对封

闭、高危人群高度集中的地方，存在着较严重的艾滋病病毒传

播隐患。

通过此次调查，作者认为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 ＨＩＶ感

染状况的特点和趋势如下：（１）ＨＩＶ阳性者中，外地的比例高，

而外地人口流动性大，难以管理。（２）看守所作为一个短期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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