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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该院临床血液学室间质评效果%方法
!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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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全血细胞计数(血细胞形态学(

网织红细胞检测卫生部室间质评和
#%%I

"

#%"5

年重庆市全血细胞计数(血细胞形态学室间质评!严格按照卫生部

临床检验中心和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的要求!质评物按规定方法在规定时间进行测定!及时反馈结果!质评结果回

报后!通过分析数据偏移!查找该实验室存在的问题%结果
!

全国质评活动中!全血细胞计数平均成绩为
"%%$%%F

!

形态学正确率为
I5F

!网织红细胞计数除
#%"#

年外均通过#重庆市质评中!全血细胞计数平均成绩为
I&$H2F

!形

态学正确率为
&2F

%结论
!

临床血液学的质量控制必须贯穿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的各个环节!实验室质量管理工

作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及时分析室间质评结果!不但能杜绝相同问题的再次出现!还能在质评成绩合格的情况下!分

析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关键词#

!

血液分析#

!

室间质评#

!

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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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Q

,*,JL--NN-(J*>-D-,,8NJL--UJ-;D<)@P<)*J

Q

G,,-,,3-DJ$H78C;6,

!

GD<)

Q

a*D

E

JL-;-,P)J,8NJL-#%%&7#%"5\<J*8D<)'UJ-;D<)@P<)*J

Q

G,,-,,3-DJ<DM#%%I7#%"51L8D

EO

*D

E

'UJ-;D<)@P<)*J

Q

G,,-,,3-DJ

$

'@G

&

;-,P)J,

#

<DM,P33<;*a*D

E

JL-;-<,8D,N8;N<*)*D

E

J8(8DMP(J

O

P<)*J

Q

(8DJ;8)<DMJL--U

+

-;*-D(-*D

,P((-,,NP)

O

P<)*J

Q

(8DJ;8)N8;()*D*(<)L-3<J8)8

EQ

$37,E>8,

!

WDD<J*8DV*M--UJ-;D<)

O

P<)*J

Q

<,,-,,3-DJ

#

JL-<>-;<

E

-

,(8;-N8;VL8)-K)88M(-))(8PDJV<,"%%$%%F<DM38;

+

L8)8

E

*(<)<((P;<(

Q

;<J-V<,I5F$AL-;-J*(P)8(

Q

J-(8PDJV<,

+

<,,-M*D'@G-U(-

+

JN8;#%"#$WD-UJ-;D<)

O

P<)*J

Q

<,,-,,3-DJ8N1L8D

EO

*D

E

#

JL-<>-;<

E

-,(8;-N8;101V<,I&$H2F

<DM38;

+

L8)8

E

*(<)<((P;<(

Q

;<J-V<,&2F$I;-=>E,+;-

!

AL-;-,P)J,,L8V-MJL<JJL-

O

P<)*J

Q

(8DJ;8)8N()*D*(<)L-3<!

J8)8

EQ

3P,JK-;PDJL;8P

E

L<))<,

+

-(J,8NJL-)<K8;<J8;

QO

P<)*J

Q

3<D<

E

-3-DJ$AL-

O

P<)*J

Q

3<D<

E

-3-DJ8NJL-)<K8;<!

J8;

Q

,L8P)MK-*3

+

;8>-M(8DJ*DP8P,)

Q

$A*3-)

Q

<D<)

Q

,*,8N'@G;-,P)J,

#

D8J8D)

Q

(8P)M-)*3*D<J-JL-,<3-

+

;8K)-3<!

E

<*D

#

KPJ<),8<D<)

Q

,*,8N)<K8;<J8;

Q

J-,J*D

E

<K*)*J

Q

$

'

J7

B

K;96,

(

!

K)88M<D<)

Q

,*,

%

!

-UJ-;D<)

O

P<)*J

Q

<,,-,,3-DJ

$

'@G

&%

!O

P<)*J

Q

3<D<

E

-3-DJ

!!

质量是检验科的生命#没有高质量的检验结果#就不能为

临床提供可靠的诊断和治疗依据)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目

标就是检测结果的及时*准确*可靠#为临床医师正确诊断和治

疗疾病提供检验数据)血液分析是临床检验中最常用的实验

室检测项目#包括血细胞计数和形态学分析#影响因素众多)

目前#大部分临床实验室都有质量持续改进措施#但是在质量

持续改进实施过程中缺乏一个有效的评价工具#特别是血常规

检验在目前无法溯源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可靠的评价标准#只有

严格控制每一步才会尽可能地让检测结果与疾病病程高度相

关+

"!#

,

)现将该实验室血液分析中的室间质评项目$全血细胞

计数*网织红细胞计数*细胞形态学&的质评结果#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全血细胞计数和网织红细胞计数室间质评#

外周血及骨髓涂片的彩图#并附以细胞的染色方法及相关结果

选项的代码)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T

Q

,3-U.A#%%%*

"

.'!#"%%

全自动五

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使用配套校准品)每年对该科室所有血

细胞分析仪进行校准
#

次#性能评价
"

次#每日至少完成
"

次

室内质控#保证仪器的精密度)所有试剂均为原装配套)

$$'

!

质评物
!

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提供)

$$1

!

方法

$$1$$

!

收到质控全血后按要求恢复室温*混匀#与临床样品同

样的检测方式对每个批号质评物进行测定#检测结果按要求及

时上报#由卫生部或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统计*计算成绩)全

血细胞计数项目#临床检验中心每次测评物分为
2

个批号#每

年
#

次#其中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每个批号分别做
&

个项目#

即白细胞$

i01

&*红细胞$

C01

&*血红蛋白$

R

E

K

&*红细胞压积

$

R1A

&*血小板计数$

S9A

&*平均红细胞体积$

B1[

&*平均血

红蛋白含量$

B1R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B1R1

&#重庆市临床

检验中心每个批号分别做
5

个项目$

i01

*

C01

*

R

E

K

*

S9A

&)

网织红细胞计数项目#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每次测评物分为
#

个批号#每年
"

次)

$$1$/

!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每年进行
?

次室间质评#每次提

供
"%

幅彩图%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每年进行
#

次室间质评#每

次提供
"2

幅彩图$其中有
&

"

"%

幅为细胞形态学#其余为尿液

形态学和寄生虫形态学#本研究仅对细胞形态学进行分析&)

两者均要求对图中指定的细胞或物质进行判断#结果以代码表

示$无代码的用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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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

卫生部和重庆市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统计结果
!

见表
"

)

/$/

!

#%"%

"

#%"5

年卫生部网织红细胞计数室间质评统计结

果
!

该室参加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活

动成绩 较 好#每 年 每 次 每 个 批 号 每 个 项 目 的 成 绩 均 为

"%%$%%F

)而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活

动成绩稍差)见表
#

)

表
"

!

卫生部及重庆市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

!!!

统计结果比较%分&

时间$年& 卫生部平均成绩 重庆市平均成绩

#%%& "%%$%% 7

#%%I "%%$%% "%%$%%

#%"% "%%$%% IH$2%

#%"" "%%$%% "%%$%%

#%"# "%%$%% "%%$%%

#%"? "%%$%% I2$%%

#%"5 "%%$%% "%%$%%

!!

注!

7

表示无数据)

表
#

!

#%"%

"

#%"5

年卫生部网织红细胞计数室间质评

!!!

统计结果比较%分&

时间$年&

#%"% #%"" #%"# #%"? #%"5

成绩
"%%F "%%F %F "%%F "%%F

/$'

!

#%%&

"

#%"5

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质评结果
!

#%%&

"

#%"5

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进行
#"

次共
#"%

幅彩图的质评)

#%%I

"

#%"5

年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进行
"#

次
""2

幅彩图的

质评)见表
?

)

表
?

!

卫生部及重庆市血液形态学室间质评

!!!

统计结果比较%

%

*

%

&

时间$年& 卫生部 重庆市

#%%& #H

"

#I 7

#%%I #I

"

?% "H

"

#%

#%"% #H

"

#I "2

"

#%

#%"" #&

"

?% "H

"

"I

#%"# ?%

"

?% "H

"

#%

#%"? #&

"

#I #%

"

#%

#%"5 #&

"

#I "2

"

"6

!!

注!

7

表示无数据)

/$1

!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检测结果
!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6

例血细胞形态中#错报
"#

例#符合率为
I5$#F

#其中同系

统错报
&

例#异系统错报
5

例)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I

例血

细胞形态中#错报
"H

例#符合率
&5$5F

#其中同系统错报
""

例#异系统错报
6

例)

'

!

讨
!!

论

'@G

可以监测和评价各实验室对相同标本测定结果的一

致性#使参与评价的实验室从中获得准确性或一致性方面的信

息#在持续改进中提升检验质量#是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的重

要环节+

?!5

,

)

根据
101

室间质评结果分析#本组发现可能是因为卫生

部和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活动中的分组差异

造成#这与其他省份报道的有类似结果+

2

,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

心将
T

Q

,3-U

特殊型号的仪器分为一组#由于参与重庆市室间

质评的实验室数量有限#仪器品牌*型号繁杂)由于仪器数量

和分组的差异使得卫生部室间质评的靶值更接近真值+

6

,

)

总之#全血细胞计数项目的室间质评成绩较好#但并不代

表该实验室质量控制毫无问题)目前室间质评采用的方法是

偏倚评分法#以测定结果偏离靶值的距离确定每一分析项目结

果的正确性#每次活动每个分析项目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检测结

果大于或等于
&%F

即为满意)所以即使室间质评结果可接

受#实验室也应注意分析数据有无趋势性变化)

本组表
"

结果表明#每年每次每个项目的室间质评成绩均

为
"%%$%%F

#但是质量控制不应该仅从单个数据独立分析#多

个数据联合分析能反映许多问题#需分析数据变化趋势)室间

质评也应该用质控规则来分析#才能更好地反映质控情况#帮

助判断是否存在系统误差或随机误差+

H!&

,

)

在全血细胞计数质评结果中#虽然每次的质评成绩均通

过#但经过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误差)全国质评活动
#%%&

年第

"

次
R1A

项目#

2

个批号的标准差指数分别为!

7%$6H

*

7"$?#

*

7"$&I

*

7"$%&

*

7%$I6

#通过计算其平均绝对偏差

$

T/W

&为同组标准差的
"$"&

倍#超过
"$%

倍)同样全国质评活

动
#%"%

年第
"

次
R1A

#

#%"?

年第
"

次
C01

*

R1A

*

B1R

*

B1R1

#以及重庆市质评活动
#%%I

年第
#

次
i01

*

C01

*

S9A

#

#%"%

年第
#

次
S9A

#

#%"?

年第
"

次
C01

*

S9A

和第
#

次

i01

*

C01

*

R

E

K

均违背该原则#提示存在系统误差)除此之

外#全国质评
#%""

年第
"

次
i012

个批号的标准差指数分别

为!

7#$5%

*

7%$%%

*

%$H2

*

%$6%

*

7%$5H

#其中
#

份样本的
T/W

之差大于同组标准差的
?$%

倍#违背
C?T/W

原则#提示存在随

机误差+

I

,

)

在网织红细胞计数质评结果中#

#%"#

年未通过#原因为数

据抄写错误#在质评成绩回报后回顾检测结果合格#提示工作

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仔细)

血细胞形态学室间质评虽然质评成绩均达到合格#但是从

细胞形态学误判分析认为该实验室对细胞形态的识别能力还

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由于血细胞形态呈多形性变化#有时由

于染色不佳*细胞形态不典型#从某种程度上增加细胞的识别

难度)如在全国细胞形态学室间质评活动中#图
#%"%#%&

$裂

片红细胞&*

#%"%?%#

$幼单核细胞&*

#%"?#%H

$嗜多色性红细胞&

分别误报为棘形红细胞*异型淋巴细胞%重庆市细胞形态学室

间质评活动中#图
I#5"H

$异型淋巴细胞&*

"%#5#5

$多发性骨髓

瘤细胞&*

"5#5#%

$淋巴细胞&分别误报为幼单核细胞*浆细胞*

网状细胞)对细胞形态的误判#说明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细胞形

态特征的了解和对疑似细胞的判断)所以#在对细胞形态进行

分析时#还需结合染色特点*伴随细胞*背景细胞进行综合分

析#切忌盲目根据某一特点得出结论+

"%

,

)

全国细胞形态学室间质评成绩优于重庆市#可能与该科室

形态学室间质评分析模式有关#两者参与人员不同)全国形态

学室间质评由该室临床血液组住院部人员完成#重庆市形态学

室间质评主要由临床血液组门诊部完成)虽然都是经验丰富

的资深检验人员#但门诊部的血液分析工作量非常大*检测时

限要求高*镜检率低)相反#住院部工作人员承担了骨髓细胞

形态学分析的工作#临床病例更多*更复杂#镜$下转第
5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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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但在
GBW

*手术*创伤*肿瘤浸润*结缔组织病等
1CS

也

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高)再者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1CS

的半衰期

较短#部分患者在就诊时体内
1CS

水平已从高水平降至正常#

而
S1A

在该时期处于高反应期#两者在代谢动力学上存在时

间差+

"#

,

)

1/65

指数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优于
S1A

和
1CS

)

本研究结果表明#败血症患者外周血
1/65

指数表达明显

高于局部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治疗后
1/65

指数表达较治疗

前明显下降#但仍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随着感染的控制#病情

会有所好转#但恢复到正常仍要一段时间#因此
1/65

指数诊

断细菌感染是有效指标#同时也能反映病情的严重情况#且观

察疗效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肿瘤患者感

染经治疗后#

1/65

阳性率较治疗前有所降低#但下降不明显)

可能由于肿瘤患者的治疗本身就较复杂#药物或者肿瘤浸润影

响#即使抗菌药物治疗后各项指标都有所增加%治疗时间较短

等原因影响疗效)

综上所述#

S1A

和
1/65

是较好的感染性指标#

1/65

阳

性率高于
S1A

#

S1A

优于
1CS

)但在肿瘤患者中
1/65

指数

在诊断感染时更具优势)临床上应综合
1/65

指数和
S1A

两

者的指标#结合患者感染情况可以作出全面且准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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