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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血细胞分析

仪的质量管理!有助于提高血常规项目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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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实验室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手工方法

正被仪器自动化检验方法所取代+仪器自动化检测在大幅提

高检验分析效率的同时#也对检验分析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六西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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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项以

数据为基础#又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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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方法在血细胞分析仪质量管理中的

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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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查是临床实验室基本项目之一#临床意义重要#

送检标本量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在医院已广泛应用#做好血细胞分析仪的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

质量的关键+现代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理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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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质量管理方法#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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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室所采用检测系统性能的可接受性#是否达到实

验室所规定的质量目标#选择何种适当的室内质控方案#以及

是否需要改进方法的不精密度和偏倚#是临床检验质量管理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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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分析性能发现#

3"&

项目不精密度略有提高%但
]̂ 5

,

SV

,

#̂ 5

不精密度整体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

0

2

质量管理

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血细胞分析仪的质量管理#有助于提高

血常规项目的质量水平+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最先应用于临床生物化学检测项目#

并已全面应用于临床实验室定量检测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血

常规项目虽已实现自动化#但其基础是血细胞形态学+部分值

得临床注意的异常结果的报告#最终依赖于复检规则的执行+

因此#如何将
0

2

质量管理标准应用到包括复检环节的全过程

质量管理中#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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