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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检测原因导致美国病理学家协会能力验证检测结果

异常的原因研究

宋鉴清!周雯雯!满冬亮!丁
!

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沈阳
!

""%%%"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参加美国病理家学会"

1GS

$能力比对检验"

SA

$!合理分析
1GS!SA

结果!以期正确分析

检测系统的准确性%方法
!

将
1GS

发放的样品于接收后
?

个工作日内按常规样品进行分析!并通过网络将结果直

接提交给
1GS

!在接收结果回报后及时进行分析%结果
!

通过对
1GS!SA

未通过的结果进行分析表明!活化部分

凝血活酶时间"

GSAA

$(二氧化碳结合力和总胆红素多个水平未通过(或有较大偏倚的主要原因是方法学问题或样

品运输问题%结论
!

实验室外因素是导致
SA

失败的常见原因!是实验室应高度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

美国病理家学会#

!

能力验证#

!

原因分析

!"#

!

$%&'()(

"

*

&+,,-&$)./0(122&/%$)&%1&%2V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6H#!I522

"

#%"6

$

%5!%2H%!%?

!!

随着各种检测技术的发展#医疗诊断越来越依赖于实验室

检测结果#对医学实验室而言#如何保证提供可靠的结果显得

尤为重要)目前#各实验室为了保障自身检测系统的准确性#

积极参加不同组织所开展的室间质评调查)美国病理家学会

$

1GS

&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临床检验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联

合会#被公认为是实验室质量保证的领导者#其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向世界各地参与的实验室提供能力验证$

SA

&审评活

动+

"!?

,

)该室在申请
1GS

质量认可时#积极参加
1GS

组织的

SA

计划)了解该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并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使该室检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但质控标

本的稳定性#检测过程的互通性#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常直接影

响
SA

结果的最终判断#所以评分结果是否能反映实验室的真

实检测水平#还需进一步探讨)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

年度
1GS

室间质评活动的总结

报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GSAA

&*总胆红素*二氧化碳

结合力等
?

个检测项目的异常结果)

$$/

!

仪器与试剂
!

生化仪器为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胆红

素试剂为罗氏配套产品#校准品为罗氏多项校准品
1N<,

%胆红

素试剂为日本和光公司及其专用校准品)止凝血仪器为思塔

高
TAG'[̂ 9dAŴ \

全自动止凝血分析仪及其原装试剂)

$$'

!

方法
!

接收标本后检查是否破损及数量*号码是否正确)

每次能力验证的样品通常是每个项目
2

份标本)收到质控标

本后#按照质控品要求进行室温复溶#将样品与患者标本同等

对待检测#并在限期内将结果通过
1GS

网站上传质控结果)

收到质评结果后及时分析总结*归档)分析
GSAA

*总胆红素*

二氧化碳结合力等
?

个异常结果检测项目的错误原因)

/

!

结
!!

果

/$$

!

GSAA2

个水平结果偏高
!

第
"

次参加
1GS

能力比对

的
1Y9!0#%"#GSAA2

个水平结果偏高#

5

个水平超出可接

受范围)后经与思塔高技术支持咨询#提示由于方法学差异#

TAGŶ

仪器做出的
GSAA

结果应乘以
%$&2

的系数才可汇

报)后对
2

个水平的结果乘以系数后均在范围内#可接受)

1Y9!1#%"#

和
1Y9!0#%"?

测定的
GSAA

结果应乘以
%$&2

的系数后汇报#结果均可接受)见图
"

和表
"

)

!!

注!超出可接受范围)

图
"

!

GSAA

原始结果

表
"

!

1Y9!0#%"#

乘以系数
%$&2

后
GSAA

结果

样品编号 原始结果
乘以

%$&2

结果

可接受

下限

可接受

上限

是否可

接受

1Y96 ?2 #I$H2 #5 ?5

接受

1Y9H &H H?$I2 6# &6

接受

1Y9& 6% 2"$%% 5# 2I

接受

1Y9I 2I 2%$"2 5? 2I

接受

1Y9"% 2I 2%$"2 5? 2I

接受

-

%H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5

期
!

9<KB-M1)*D

!

Z-K;P<;

Q

#%"6

!

[8)$"?

!

\8$5



/$/

!

胆红素检测结果偏低
!

#%"#

年度
?

个批次共计
"2

个水

平结果均可接受#但
#%"?

年度
?

个批次共计
"2

个水平结果均

偏低#且总计
"2

个样品中有
"%

个水平超出可接受范围$图

#G

&)同期同
"

份标本在干化学分析仪的检测结果也出现近

似的偏低结果$图
#0

&)见表
#

)

!!

注!

G

表示
"2

个样品中有
"%

个水平超出可接受范围%

0

表示同期

同
"

份标本在干化学分析仪的检测结果也偏低)

图
#

!

#%"#

"

#%"?

年度湿化学和干化学总胆红素检测结果

/$'

!

二氧化碳结合力周期性结果偏低
!

#%"#

"

#%"?

年度各
?

个批次分别出现类似的结果!即第
"

批次结果可接受#且接近

均值)但
#

个年度第
#

批次和第
?

批次结果均偏低$图
?

&)表

#

是
SA

样品检测当日室内质控品二氧化碳结合力检测结果#

质控结果均在控#且每年
?

次的室内质控检测结果均无明显变

化)见图
?

和表
#

)

图
?

!

#%"#

"

#%"?

年度二氧化碳结合力检测结果

表
#

!

SA

样品检测当日室内质控品二氧化碳结合力检测结果

年度及月份
#%"#$? #%"#$6 #%"#$"% #%"?$? #%"?$6 #%"?$"%

质控品
CG\/̂ .

室内质控品
0Ŵ CG/

室内质控品

水平
"

均值
"5$?% "?$&H "5$%" "I$65 "&$&2 "&$#I

标准差
"$%6 "$%6 "$%6 "$5? "$5? "$5?

水平
#

均值
""$&5 ""$#2 ""$?I #5$&& #?$IH #?$"5

标准差
"$""5 "$""5 "$""5 "$6? "$6? "$6?

'

!

讨
!!

论

1GS

是世界上进行临床实验室认证和室间质量评价的权

威机构之一#其组织能力验证活动相当成熟#是世界各地实验

室用于监测自己分析性能和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参考指标

之一)参加
1GSSA

能及时了解实验方法的整体发展趋势#从

而使实验室能紧跟专业发展的前沿+

5!6

,

)该室从
#%"#

年起参

加
1GSSA

活动#并对每次
SA

成绩和
1GS

提供的实验室结

果统计报告都仔细分析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对分

析仪器*试剂*工作环境*检测流程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检测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分析总结失败原因时#本组发现非实验

室因素导致不满意结果)

不同实验室有不同检测系统#即便同一实验室也有多套检

测系统+

H

,

)不同的检测系统进行同一项目的检测时#由于使用

不同厂家生产的试剂或检测原理不同#可能使检测结果存在不

一致)思塔高血凝仪
GSAA

的检测方法为凝固法#其他仪器

公司的检测原理多为散射光学比浊法#

#

种方法学检测结果之

间有
%$&2

的固定校正因子#但是国内参加
1GSSA

的实验室

对此并不知晓#所以导致结果不满意#甚至不可接受)建议

1GS

官方对不同的方法学进行分组#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

发生)

1GS

是年初发放电子计划#样品分次寄送)长途运输过

程中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标本不能按时到达实验室#个别批

次质控品会被海关或检疫部门扣留检查#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

年度样品均在寄出后
?M

内收到#检测及时进行#所以各

检测项目均取得很好成绩)

#%"?

年度样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延迟接收情况#有的延迟
"

"

#

个月#甚至更久#严重影响样品

质量)总胆红素不稳定#易分解#所以导致
#%"?

年度
?

个批次

共计
"2

个水平结果均偏低#

"2

个样品中有
"%

个水平超出可

接受范围#同期相同批次样品在干化学分析仪的检测结果也出

现近似的偏低成绩)

二氧化碳结合力是指血浆中以
R1̂

?

7形式存在的二氧

化碳含量#其中以
R1̂

?

7 形式存在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

I2$%F

#是临床上判断酸碱失衡常用检验项目)

1GS

样品为

分次寄送#常规为
?

月份*

6

月份*

I

月份寄送#

?

月份气温适

中#检测结果成绩良好%而
6

月份和
I

月份气温较高#可能会导

致二氧化碳逸散#二氧化碳结合力检测结果降低)根据
SA

样

品检测当日室内质控品二氧化碳结合力检测结果分析#室内质

控品检测结果均在控#室内质控检测结果均无明显变化#精密

度良好#说明检测结果异常非实验室检测原因导致)

及时总结
SA

成绩#发现并总结失控原因#尤其应对实验

室外影响检验结果的因素做出有效评估#使
1GSSA

活动更加

有效#是实验室高度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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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探索

王小梅!王梦娜!秦
!

燕!甘秀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外科!重庆
!

5%%%"%

$

!!

"摘要#

!

从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进行阐述!说明在重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同时

不可忽略其科研能力的培养!指出目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不足!提出一些科研能力培养的措

施!以期能促进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

护理硕士#

!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

专业学位#

!

教育#

!

科研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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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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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6H#!I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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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科研是用科学的方法反复地探索*回答和解决护理领

域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指导护理实践的过程+

"

,

)护理科研不

仅是护理创新的动力#更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要手段)

#%"%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在我国设立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

B\T

&的决议#以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医学事业发展

对护理人才的迫切需求+

#

,

)

B\T

的设置是为了培养一批能够

带动临床护理事业发展的临床实践专家#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而护理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护理科研)刘明等+

?

,以国际护士

会公布的 .护士核心能力框架 /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开发了

中国注册护士核心能力测评量表#该量表包括评判性思维及科

研*临床护理*领导能力*人际关系*法律及伦理实践*专业发

展*教育及咨询
H

个维度
2&

个条目#文中明确指出临床能力是

护士核心能力之一#也是
B\T

的主要培养内容#但是导师也

不能忽略对科研能力这一核心能力的培养)现就
B\T

科研

能力的培养现状进行分析及探讨)

$

!

B\T

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

!

科研能力是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培养目标不仅是

人才设计的蓝图#也是教学计划*内容*方法*评估制定的核

心+

5

,

)

B\T

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具备较强的临床分析及思维能力*能独立解决常见护理问

题#并具有较强的科研*教学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

理人才+

2

,

)由此可见#临床实践能力*科研能力*教学能力是其

培养目标的
?

大组成部分#因此#

B\T

在强调临床实践能力#

注重临床思维和技能训练的同时要重视护理科研和教学能力

的培养)

$$/

!

科研能力是核心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

学生在教育实践

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态度*知识技能及人际交往责任感等构

成了学生的核心能力#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能为培养及评价护理

人才提供理论依据+

6

,

)培养
B\T

是希望其成为拥有专家才

能*在某专科或专病方面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水平的高级实践

护士$

GS\

&)

R<3;*(

等+

H

,出版的0高级实践护理1一书中提出

GS\

必须具备临床护理*领导与管理*伦理决策*专家指导*临

床科研*提供咨询*与他人合作等
H

种核心能力#提示科研能力

是其基本素质之一)美国护理学院联合会$

GG1\

&已将科研

能力作为研究生核心能力的
"

级指标+

&

,

)在国内#一系列

B\T

核心能力的研究都一致认为科研能力是核心能力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必不可少的基本素

质+

I!"?

,

)

$$'

!

B\T

可以带动临床科研的发展
!

护理研究是提升临床

护理学科水平*推动护理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护理

人员整体科研能力较低#李沐等+

"#

,的质性调查研究表明#虽然

许多高年资的护士在长期的护理工作中累积了许多宝贵的临

床护理经验#而由于以往的护士科研能力的培养不足#不能运

用科学研究对临床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也无法很好地通过科研成果予以解决#也就限制了临床护理

事业的发展)所以#护理研究的发展对
B\T

给予希望#需要

引领科室护士开展临床护理科研#从护理实践中发现能够研究

的护理问题#并将相关研究成果投入护理实践的应用#从而达

到提高护理质量的效果)

/

!

B\T

科研能力培养的不足

我国
B\T

的培养起步时间较晚#其学制一般为
#

"

?

年#

其中
?

年制临床实践时间为
"&

"

#5

个月#

#

年制临床实践时

间不少于
"#

个月+

"5

,

)而科学学位的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时

间较少#所以#相较于科学学位护理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进

行科研的时间就更少)实习医院对
B\T

未形成统一的带教

模式#经常使学生的科研与临床轮转时间发生冲突)

B\T

的

课程体系不够健全#体现护理特色和科研能力的课程不多)赵

小磊等+

"2

,的研究表明#尽管导师们希望培养
B\T

的科研能

力#但是学生需要在临床轮转#时间安排较紧#进行相关科学研

究的时间不足#同时许多学生反映部分课程内容过于理论化#

实践指导意义不强#这些都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

!

培养
B\T

科研能力的探索

科研能力的培养应该贯穿于护理研究生学习的全过程#要

注重培养学生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信息的

能力*具备较好的外语水平*科研设计和数据统计的能力#以及

撰写论文和传播科研成果的能力等+

"6

,

)杨文艳等+

"H

,研究报

道#科研能力的权重$

%$#%

&仅次于临床能力$

%$#2

&#说明
B\T

的培养既要侧重临床能力又要侧重科研能力#研究中应用
/-)!

+

L*

法建立
B\T

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从论文开题*课题研

究*论文答辩*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科研立项
6

个方面对科研

能力进行评价)胡凯+

"&

,认为
B\T

科研能力的培养应从培养

研究生的献身精神*获取信息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科研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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