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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水平#选用临床血液学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

X!

"

BA#2*)#")

作为合适的
B3/

(

本研究计算各项目$

YB

'

+YBB

'

c(7

%

-

度量#在

大于
$

-

的性能优良实验室分别占
<%;%)>

'

A";"%>

'

<);%%>

#在
)

-)

$

-

的 中等质量实验室分别占

",;2<>

'

<%;%)>

'

$<;)=>

#说明河北省大部分三甲

医院在凝血实验项目$

YB

'

+YBB

'

c(7

%能满足日常水

平质量要求#同时本研究选用卫生行业标准
X!

"

B

A#2*)#")

作为质量目标#表明我国行业标准对于河北

省三甲医院凝血实验的分析质量比较适当(

本研究统计各实验室
j\(

值#查找性能不佳的主

要原因#

j\(

%

#;%

提示精密度超出范围#优先改进精

密度&

j\(

$

";)

提示准确度较差#优先改进准确度&

j\(

为
#;%

)

";)

提示精密度和准确度均需改进*

"#

+

(

凝血实验项目
YB

'

+YBB

'

c(7

在优先改进精密度的

实验室分别占
=";")>

'

%);$<>

'

%%;)A>

#说明大部

分实验室需优先改进精密度(影响精密度的因素很

多#包括仪器'试剂'校准物'质控物'实验人员操作及

科学的管理制度等#建议实验室使用配套检测系统'

制订标准化操作程序并对实验室人员定期规范化

培训(

2

-

用于检验过程的质量管理#其评价方法简便'

直观#是有效的质量管理方法#有助于实验室客观准

确地定位自身的质量水平#发现问题#制订解决方案#

实现质量改进(目前#河北省质量控制中心采用月均

值'标准差指数'变异系数指数等指标对实验室血细

胞分析项目每月进行性能评价#将精密度和准确度分

开评价#缺乏长期质量性能观察指标(本研究统计长

期
(j&

数据进行
2

-

'

j\(

指标分析#为质控中心提供

了长期质量评价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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