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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探讨临床免疫检验质量问题的对策!提高临床免疫检验的

准确率$方法
!

回顾分析某院检验科有质量问题的
#"""

份临床免疫检验报告!总结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

素&随机选取该院需要进行临床免疫检验的
#""

例患者!根据是否采取检验质量控制对策!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策组

及常规组&对策组在进行临床免疫检验时!从检验前%检验中及检验后
.

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检验质量控制对策!而常

规组采取常规的免疫检验方法$结果
!

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包括检验环境温度%检验环境湿度%检验试剂

平衡时间%检验环境洁净度%样品的质量%检验人员的素质%清洗液更换情况&对策组的检验结果准确率
-$(""O

%误

诊率
+(""O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O

%患者对检验的满意度为
-!('!O

!常规组的检验结果准确率
$"(""O

%

误诊率
#$(""O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O

%患者对检验的满意度为
$'(#!O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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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临床免疫检验存在众多的质量影响因素!但从检验前%检验中及检验后
.

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检验

质量控制对策!可以明显提高临床检验结果的准确率及重复性%治疗总有效率%患者对检验的满意度及降低误诊率$

"关键词#

!

临床免疫检验&

!

质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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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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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免疫检验的准确结果可以为临床诊断,治疗及研究提

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从免疫系统方面提供检查报告#阐述病理

及动态把握患者病情的预后)

#

*

+但是#临床免疫检验的过程操

作要求非常严格+一方面#在检验过程中#检验环境,试剂,检

验人员的操作水平,理论知识及责任心都影响着检验结果的真

实性)

+

*

(另一方面#检验标本在制作,保存,输送及检验过程#均

会出现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问题#从而不能全面地反映患者的

实际情况+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有很多#为了提高临

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建立临床免疫检验标准#提高患者的临床

效果)

.

*

#本研究将总结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并针对

影响因素探讨相应的对策#评析其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某院检验科有质量问题的
#"""

份

临床免疫检验报告及某院需要进行临床免疫检验的
#""

例患

者#根据是否采取检验质量控制对策#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策组

及常规组+对策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Q

+(#

%岁#病程$

#(!Q.(#

%年#免疫球蛋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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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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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I

8

P

检验
'

例,

I

8

*

检验
.

例,

I

8

\

检验
+

例,

I

8

V

检验
)

例,补体免

疫学检验
'

例,抗链球菌激酶$

*%W

%检验
$

例,抗链球菌溶血

素
G

$

*%G

%检验
.

例(常规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

龄$

+/(+Q.(#

%岁#病程$

#()Q.($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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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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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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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

例,

I

8

\

检验
!

例,

I

8

V

检验
.

例,补体免疫

学检验
)

例,

*%W

检验
)

例,

*%G

检验
!

例+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病程及检验项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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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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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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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分析某院检验科有质量问题的
#"""

份临床免疫

检验报告#总结出现频率较多的影响因素+

$(/(/

!

常规组患者的检验样品按照常规的检验方法进行#如

从标本的采集,储存,输送至检验科,收样,检验,出报告单+

$(/('

!

对策组在进行临床免疫检验时#在常规组的基础上#从

检验前,检验中及检验后
.

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检验质量控制对

策+$

#

%检验前#样品的采集过程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进行#控制

采集样品量,采集及送检时间,保存样品的温度及光线强度(定

期对相关仪器进行清洗,消毒及校准#在离心抽样过程中注意

调节好离心机的温度及转速(检验试剂均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MI%*

%检测试剂盒#定期对试剂物理,化

学及生物性质进行检验($

+

%检验中#按照检验项目标准要求#

严格控制检验环境的温度,湿度及空气高洁净度#建立动态监

测及调节机制(检验试剂平衡时间不宜过短#保证试验温度与

室温一致(检验样品避免凝固不完全,贮存时间过长及接触样

品的器皿应洁净及消毒灭菌($

.

%检验后#及时做好试验过程的

记录#以及对检验数据进行分析#做好留样保存(清洗液应该倒

出更换#并用纯水清洗干净#避免污染#出现假阳性反应+

$('

!

检验结果评价指标
!

$

#

%检验结果准确率($

+

%误诊率(

$

.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

%患者对检验的满意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
%&%%#'("

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采用线性回归统计方法分析自变量与应变量关

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逐步拟合法#检验水准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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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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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
!

检验环境温度
#+(-"O

,

检验环境湿度
#+(#"O

,检验试剂平衡时间
/(/"O

,检验环境

洁净度
/(-"O

,样品的质量
-(-"O

,检验人员的素质
)(."O

,

清洗液更换情况
#.(!"O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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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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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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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环境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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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试剂平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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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环境洁净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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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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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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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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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液更换情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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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临床免疫检验报告结果对比
!

对策组的检验结

果准确率
-$(""O

,误诊率
+(""O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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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检验的满意度为
-!('!O

(常规组的检验结果

准确率
$"(""O

,误诊率
#$(""O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O

,患者对检验的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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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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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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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临床免疫检验对于疾病的诊断#包括内源性的疾病或传染

类疾病的诊断提供了依据#在临床上#还可以根据临床免疫检

验数据#判断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及疗效进度)

!,)

*

+本研究对

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免

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主要为检验环境温度,检验环境湿度及

清洗液更换情况+因为#取样,制作标品及检验
.

个环节#检验

样品暴露在环境当中#容易受到环境温度及湿度的影响#对样

品的
I

8

及抗原的活性有所影响#同时清洗液更换情况存在假

阳性的风险#这源于清洗液溶解残溶物及清洗不完全导致

的)

$

*

+针对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影响因素#从检验前,检验中

及检验后
.

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检验质量控制对策#对策组的检

验结果准确率,误诊率,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患者对检验的满

意度均明显优于常规组+这表明#临床免疫检验存在众多的质

量影响因素#但从检验前,检验中及检验后
.

个阶段采取不同

的检验质量控制对策#可以有效地避免检验过程质量问题的发

生)

'

*

(在检验过程中#根据检验标准#对检验环境的温度,湿度,

空气洁净度进行智能地监测调节,加强对检验人员的培训教

育#提高其检验素质,同时及时更换清洗液及洗液桶#清洗彻底

及做好消毒#防止出现干扰反应)

/

*

+

综上所述#严格的检验质量控制规程可以提高临床免疫检

验结果的重复性#有效地提高患者的临床免疫检验准确性及降

低误诊率#间接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对治疗工作的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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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噻托溴铵对慢性阻塞性肺炎急性加重期血清炎性因子水

平和肺功能的影响

孙绪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药剂科!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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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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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噻托溴铵对慢性阻塞性肺炎"

JG&\

#急性加重期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肺功能的影响$方

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
JG&\

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进行

常规治疗!观察组使用噻托溴铵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变化和肺功能情况$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肿

瘤坏死因子
,

"

"

0U],

"

#%白细胞介素
,$

"

IM,$

#和白细胞介素
,/

"

IM,/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

秒用力呼吸容积"

]VT#

#%用力肺活量"

]TJ

#和
]VT#

"

O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氧分压"

&9G

+

#明显上升!血二氧化碳分压"

&9JG

+

#降低!

而对照组
&9JG

+

和
&9G

+

变化较小!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O

!

对照组无任何不良反应出现!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噻托溴铵能明显降低
JG&\

急性加

重期患者血清中各项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炎性反应!同时进一步提高
]VT#

和
&9G

+

的值!增强患者氧气吸入量!有

效改善患者肺功能!不良反应症状轻微!安全性相对较高!临床疗效好!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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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炎$

JG&\

%是一种由于患者呼吸道受阻严

重引起的慢性肺部炎症#患者常见咳嗽,浓痰和呼吸困难等症

状#通常病死率较高#患者活动耐力下降#进一步引起患者呼吸

受阻#长期循环反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不利于预后)

#,+

*

+噻托

溴铵是抗胆碱类药物#可竞争
P

受体#扩张支气管平滑肌)

.

*

+

本文探讨噻托溴铵对
JG&\

急性加重期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

肺功能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

治疗的
-)

例
JG&\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均获得患者知

情同意#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纳入标准!$

#

%所有患

者符合
JG&\

诊断标准#确诊为
JG&\

急性加重期)

!

*

($

+

%患

者无哮喘,支气管及呼吸道其他严重疾病($

.

%对药物成分无过

敏反应($

!

%患者无心,肝,肾等其它功能障碍疾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Q/()

%岁#吸烟人数
!-

例+根

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成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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