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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汉佩尔辨识法"

PDI

<

;FA3;G@A?A;&

#在室内质控图中的应用!评估其对质控离群值的检出能

力$方法
!

使用弱阳性
PMU

质控品和常规标本一起检测!连续测定
.#

次!收集原始数据!并在其基础上衍生模拟

数据&然后对原始数据和模拟数据进行分析并绘制
d(

分数图%

PDI

<

;FA3;G@A?A;&

"

dA(

分数图#与箱式图!比较
"

种质

控图对离群值的检出能力$结果
!

对于非正态数据!

PDI

<

;FA3;G@A?A;&

与箱式图的离群值检出能力一致!均高于
dA(

分数图$结论
!

使用多种离群值检测方法的功能%应用条件及其限制!防止离群值的漏判$

"关键词#

!

dA(

分数&

!

汉佩尔辨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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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图&

!

离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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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于数据正态性分布特性的
dA(

分数图已广泛应用

于我国医学实验室质量控制)

$(.

*

#但实际应用时#由于受某些外

源性及内源性因素的影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1-M+4

%检测的

质控数据不一定完全符合正态分布#当数据中出现离群值时常

被忽略)

"(8

*

+有学者认为箱式图对非正态分布数据离群值的检

出能力更强)

/(5

*

+

bA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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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汉佩尔辨识法$

PDI

<

;FA(

3;G@A?A;&

%的质控方法在国内却鲜有报道+现通过实例及模拟

数据#探讨该法的应用条件及优缺点#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弱阳性$

80,\

"

I-

%

PMU

质控品$北京康彻

斯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8#"##$

%及常规标本+

$2/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

+94*

全自动加样

器及
Z4S1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伯乐公司
PMU

诊断试剂盒

$

1-M+4

%#是国家批准检验合格产品#于有效期内使用+

$2'

!

方法

$2'2$

!

数据收集
!

每批样品均平行检测常规标本,试剂盒内

阴阳性对照品和弱阳性质控品$

$

次%#并连续测定
.#

次#收集

质控数据
.#

例$

4

组%#同时从原始数据中衍生模拟出其他
8

组数据!

Q

组#怀疑存在
$

个高值为离群值(

,

组#怀疑存在
$

个以上的高值离群值(

R

组#怀疑存在
$

个以上的高值离群值

$个别离群值很高%(

1

组#怀疑存在
$

个高值和
$

个低值离

群值+

$2'2/

!

质控图绘制
!

使用
d(

分数图,

P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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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3;G@A?A;&

$

dA(

分

数图%及箱式图分别对各组数据进行绘图+$

$

%

d(

分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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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

D

/

为单个检测值#

D

为均值#

L

为标准差+

d(

分数图平

均数为
#

#界限为
a$

,

a.

,

a"

#刻度至少从
^8

&

X8

+若

!

d

!

&

"

则 为 离 群 值+ $

.

%

dA(

分 数 图!

'/ W

#J568/

$

D

/

^D

7

%

1B2

#

D

7

是该批检测数据
D

/

的中位数#

1B2

是

该批检测数据$

D

/

%减去该批数据中位数差值之绝对值$

(

D

/

^

D

7

(

%的中位数)

6(7

*

+

dA(

分数图平均数为
#

#界限为
a$

,

a.

,

a"

#刻度至少从
^8

&

X8

+若
!

dA

!

&

"

则为离群值+$

"

%

箱式图!

%.2/

,

%./2#

,

%/#2#

,

%6/2#

及
%762/

为描述定量变量

的
/

个百分位点+箱式图的
/

条线分别表示该
/

个百分位点#

由
%.2/

&

%./2#

和
%6/2#

&

%762/

构成两条.丝/#为两端
8/O

的数据(由
%./2#

&

%6/2#

构成.箱/#为中间
/#O

的数据+离

群值为距箱上缘或下缘
$2/

&

"

倍四分位数间距的值#用.

Y

/

表示(极值为超出距箱上缘或下缘
"

倍四分位数间距的值#用

.

$

/表示+

$2'2'

!

数据分析
!

使用
d(

分数图,

dA(

分数图及箱式图分别对

各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

种质控图对质控离群值的检出

能力+

$2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2#

软件计算统计量(夏皮洛
(

威尔克$

+:D

<

A&'(bAFN

%检验进行正态性检验(

S;3,DFE$$282.2#

英文版绘制箱式图(

SAE&'>'?@Y??AE;1[E;F.##"

绘制
d(

分数图

和
dA(

分数图+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数据统计
!

原始数据$

4

组%和衍生模拟数据$

Q

,

,

,

R

,

1

组%经
+:D

<

A&'(bAFN

正态性检验#均
!

$

#2#/

+

/2/

!

d(

分数图与
dA(

分数图的比较
!

4

组中#例
$6

的
d

分数

为
"2#"

#

%

"

#

dA

分数为
"288

#

%

"

#

d(

分数图和
dA(

分数图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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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例
$6

为离群值+

Q

组中#计算获得的
.#

个
d

分数绘制成的

d(

分数图#检出例
.#

$

dW"2.5

%为离群值#

dA(

分数图也检出例

.#

$

dAW82#5

%为离群值+

,

组中#

d(

分数图未检出离群值#

dA(

分数图则检出例
$6

$

dAW"2/"

%,例
.#

$

dAW"27!

%为离群值+

R

组中#

d(

分数图仅检出例
.#

$

dW82#/

%为离群值#

dA(

分数图则

检出例
$6

$

dAW"2/"

%,例
.#

$

dAW$/26$

%为离群值+

1

组中#

d(

分数图未检出离群值#

dA(

分数图则检出例
$6

$

dAW"288

%,例
.#

$

dAW "̂2."

%为离群值#见图
$

&

/

+

/2'

!

箱式图分析
!

4

组中#例
$6

为离群值+

Q

组中#例
.#

为

离群值+

,

组中#例
$6

,例
.#

为离群值+

R

组中#例
$6

为离群

值,例
.#

为极值+

1

组中#例
$6

,例
.#

为离群值+见图
5

+

!!

注!

d(

分数图与
dA(

分数图比较+

图
$

!

4

组分数图

!!

注!

d(

分数图与
dA(

分数图比较+

图
.

!

Q

组分数图

!!

注!

d(

分数图与
dA(

分数图比较+

图
"

!

,

组分数图

!!

注!

d(

分数图与
dA(

分数图比较+

图
8

!

R

组分数图

!!

注!

d(

分数图与
dA(

分数图比较+

图
/

!

1

组分数图

/21

!

dA(

分数图与箱式图的比较
!

.

种质控图检出离群值的总

数,例数相一致+

图
5

!

箱式图

'

!

讨
!!

论

离群值是指样本中的
$

个或几个观测值#离开其他观测值

较远#提示其可能来自不同的总体)

$#

*

+本研究利用
d(

分数图,

dA(

分数图及箱式图#分别对实例及模拟数据的离群值进行分

析#本组结果显示!$

$

%当数据中仅存在
$

个离群值时$

4

组,

Q

组%#

"

种方法均能检出#但
d(

分数图法不如
dA(

分数图法敏感

$见图
$

,图
.

%#

4

组中第
$6

个检测值的
d

分数为
"2#"

时#

dA

分数为
"288

(

Q

组中第
.#

个检测值的
d

分数为
"2.5

时#

dA

分

数为
82#5

+$

.

%当数据中存在
.

个同一方向离群值时$

,

组%#

dA(

分数图,箱式图均能检出#而
d(

分数图则不能$见图
"

%#除非

存在很大的离群值时$

R

组%#最大的数值方能被检出$见图

8

%#但此时该组的
"V

值已高达
8528!O

#远大于
1-M+4

实验

批间差异的
.#O

最高限+$

"

%当数据中存在
.

个不同一方向

$即一高一低%离群值时$

1

组%#

dA(

分数图,箱式图均能检出#而

d(

分数图则不能$见图
/

%#但第
.#

个检测值$

+

"

,YW$2#6

%已

经非常接近临界值$

,=@Y??

值
W$

%#若再小于
$

时#表明该实

验处于失控状态了#而
d(

分数图再检出离群值也无实际意义+

d

分数#即单个观察值减去总体均值#得到的差值除以总

体标准获得的无因次度量+其用于判断离群值操作简便#但较

适于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

1-M+4

受试剂,设备,温度,操作

各个环节等多种因素影响#检测数据不一定完全符合正态分

布#若出现离群值#其标准差变大#

d

分数相应变小其绝对值可

能会小于
"

#离群值出现漏检+当存在多个离群值时#还会出

现某个离群值会屏蔽另一个离群值被检出的情况#甚至导致无

任何离群值被检出$见图
"

&

/

%+

国外学者汉佩尔$

PDI

<

;F

%建议以中位数和中位数绝对偏

差$

S4R

%作为位置和宽度的稳健估计#已有相关报道证明该

方法的有效性)

6(7

*

+箱式图的箱子两端分别是上四分位数和下

四分位数#中间横线是中位数#两端连线分别是除离群值外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另外标记的可能是离群值#其更适于非正态

分布资料)

7($$

*

+本研究结果表明#

dA(

分数图与箱式图对非正态

资料的离群值检出能力是一致的#两者均高于
d(

分数图+

本组认为#判断数据是否存在离群值#须考虑数据中是否

存在单个或多个离群值#有些检出离群值的方法只可用来检出

$

个离群值#如
d(

分数图+这是否可以称之为.屏蔽效应/#还

需做进一步研究#但目前至少可以确定某些离群值的存在会掩

盖另一个离群值的检出#甚至导致所有离群值都无法被检出的

可能+因此#医学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应该掌握多种离群值检

测方法的功能,应用条件及其限制#防止离群值的漏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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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在我国已成为中老年病死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不仅

发病率高#且并发症及后遗症多#具有较高的伤残率和病死率#

同时还有病程较长,治愈困难等特点)

6

*

+脑卒中发病常为突发

事件#使其家属面临巨大压力#常使患者家属处于一种身心应

激状态#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同时患者常会伴有不同

程度的神经功能损伤#生活难以自理#所以后期的康复也是一

长期复杂的过程+在患者的急救,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家属往

往面临患者病情变化,经济,情感,照顾与工作学习的矛盾等压

力#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家属需要承担多重角色#正常的

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使其心身负担加重#出现一系列的不

适应证#影响心理健康+本组调查结果表明#脑卒中患者家属

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中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等
+,-(7#

阳性项目分数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或
!

$

#2#$

%#与张玲云等)

!

*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对影响患者家

属心理健康状况因素的统计分析结果提示#经济状况,与患者

的关系,患者神经缺失程度,患者意识水平都对其心理健康状

况影响显著+原因如下!$

$

%与患者的关系!子女偏执得分显著

高于配偶+在家庭中#子女对父母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依

赖#对患者康复的愿望表现更为强烈#因此在心理上表现更为

偏执+王俊涛)

7

*研究认为脑卒中患者的家属照顾者中配偶的

焦虑程度高#但本研究显示配偶与子女的焦虑程度相似#可能

与近年来子女对老年患者照顾的参与程度的增加有关+$

.

%经

济状况!低收入家属在支付患者治疗费用问题上存在较多担

忧#

+,-(7#

的抑郁和焦虑因子得分上差异显著#而在应对方式

上#经济能力中等者表现更为积极#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医

师应一方面在制订治疗方案的过程中尽量考虑患者的经济状

况#另一方面也应充分与家属沟通#使其对治疗费用有一定的

心理准备#减少不良情绪的产生+$

"

%患者神经缺失程度!患者

的神经缺失程度直接影响家属照顾患者的程度#神经功能缺失

越严重#自理能力越差#越依赖家属的治疗#家属的心理压力也

会越大+$

8

%患者意识状态!脑卒中患者在
.

级意识水平下抑

郁,焦虑,

+4M

,

94M

,抑郁自评分数较高#意识水平过低或相对

正常时#家属的心理健康状况较
.

级意识水平情况下更好#可

能与心理期待有关#

.

级意识水平下是否为一个期待的关键转

折点#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证实+患者家属的心理压力与患

者意识状态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患者意识状态的改善#家属的

心理压力也得以减轻#因此患者的疗效是家属心理压力改善的

最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急性脑卒中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况的

分析结果提示#医务护理人员需从多方面对家属进行积极的心

理干预#增强脑卒中患者的社会支持程度#有利于患者的尽早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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