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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体温膀胱冲洗液预防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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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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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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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药物与微创

治疗的经济学和有效性分析*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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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龄前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等离

子电切术的手术配合*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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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进修杂志#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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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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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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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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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西南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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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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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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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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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患者膀胱痉挛的预防和护

理*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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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产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能验证

冯国绪!程
!

佳!幸坤清

"重庆市万州区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
!

A#A")#

#

!!

摘
!

要"目的
!

从精密度(灵敏度(分析测量范围(方法学比对(干扰试验(样品针携带污染等
2

个指标对某

国产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迈瑞
!+'2###

的生化模块
7!*%##

#进行性能验证$方法
!

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

准化协会"

&'!(

#颁布的
<

个文件标准"

3Y<*+$

(

3Y",*+)

(

3Y2*+

(

3Y=*+$

(

3Y,*+)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

行业标准/

bb

'

B#2<A*)##%

对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精密度(分析测量范围(方法学比对(干扰试验(样品针

携带污染等
2

个指标的性能验证$结果
!

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项目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B

#(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B

#(总胆红素"

B7('

#(直接胆红素"

_7('

#(总蛋白"

BY

#(清蛋白"

+'7

#(肌酐"

&9

#(尿

酸"

^+

#(尿素"

@̂3+

#(葡萄糖"

\'̂

#(总胆固醇"

B&

#(三酰甘油"

B\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_'

#(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P_'

#等初步精密度远小于
"

'

A&'(+l%%

指标!总精密度远小于
"

'

$&'(+l%%

指标%分析测量范

围都覆盖了所代表的浓度!在涉及的浓度内呈线性%方法学比对中的斜率均在
#;=

)

";"

!

P

)

$

#;=<

!

"A

个项目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满足小于规定的绝对偏差或相对偏差满足小于
&

"

'

)&'(+l%%

指标!

"A

个实验项目

比对全部满足指标要求%干扰试验!各试剂抗干扰能力符合厂家要求%样品针携带污染率为
#;"=>

!小于行业标

准
#;<>

$结论
!

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能良好!各项检测指标均能满足临床检测的要求$

关键词"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性能验证%

!

精密度%

!

灵敏度%

!

干扰试验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2

!!

日本'欧美国家工业和科技高速发展#其医疗检

验设备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为此我国的各大三级医

院检验科及发展较好的二级医院检验科使用的生化

分析仪一直被国外大品牌所垄断#国人在享受高品质

进口医学检验设备的同时也经受着技术受制于人的

困扰(本院于
)#")

年和
)#"<

年先后引进
"

台
7!*

%##

和
"

台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迈瑞公

司%#按照,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要求和

相关行业文件标准#本实验室对
!+'2###

的生化模

块
7!*%##

的部分项目进行了精密度'分析测量范围'

方法学比对'干扰试验'样品针携带污染等
2

个指标

的性能验证#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迈瑞
!+'2###

的生化模块
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罗氏
Q̀ _̂ '+@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

7!*%##

全自动生化仪使用迈瑞配套试剂'配套

质控品'配套校准品#罗氏
Q̀ _̂ '+@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使用罗氏配套试剂'配套质控品'配套校准品(

$;/

!

方法

$;/;$

!

精密度试验

$;/;$;$

!

初步精密度测定
!

准备
)

个浓度的足够量

的质控血清作为待测标本#一个浓度在正常范围#另一

个浓度在异常范围#在
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一

次重复测试
)#

次#计算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

!

总精密度测定
!

将上述
)

个浓度的足够量

的质控血清作为待测标本#每天测定
)

批$

)

批测定间

隔大于
)D

%#每批每个项目重复测定
)

次#共测定
)#

个工作日#计算总精密度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

!

分析测量范围评价
!

制备低值和高值标本各

"

个#使待测项目浓度覆盖宣称的线性范围#并超过高

值或低值的
"#>

)

)#>

(低值标本
'

为
"

号#高值标

本
P

为
2

号#

'hP

按
Ah"

混匀为
)

号#

'hP

按

$h)

混匀为
$

号#

'hP

按
)h$

混匀为
A

号#

'hP

按
"hA

混匀为
<

号(

2

个标本当天完成#每个标本重

复测定
$

次(以标本浓度梯度预期值为
d

轴#标本测

定均值为
b

轴#进行多项式线性分布评价#获得线性

回归曲线及相关系数
P

)

(

$;/;'

!

方法学比对
!

收集
A#

份浓度分布从低于参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考范围到高于参考范围的新鲜标本#分成
<

组#每组
%

份#每份再分成两份分别用于两种检测系统检测#每

天测试
"

组#

<J

完成#每份在两种检测系统中均重复

测定
)

次(检测离群值#待评系统每次均值作为
%

轴

与对比系统均值作为
3

轴作散点图#计算斜率'截距

相关系数
P

)

#利用回归方程计算低值'中值'高值
$

个

医学决定水平
3

对应
%

值#计算
%

相对
3

的偏差#即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

$;/;1

!

干扰试验
!

O/̀ P

溶解胆红素纯品作为黄疸

干扰源#新鲜全血
)I'

制备溶血干扰源#内源性酯纯

品配置酯干扰源#取干扰原液稀释测试其初始浓度(

取高'低浓度的足量新鲜患者血清分别等体积为两

份#按试剂盒说明干扰浓度在其中一份血清中加入适

量干扰物#另一份加入等量去离子水(将上述两份标

本按比例混匀$不含干扰!干扰按
"h#

混匀作为
"

号&不含干扰!干扰按
#;%h#;)

混匀作为
)

号&不含

干扰!干扰按
#;2h#;A

混匀作为
$

号&不含干扰!干

扰按
#;Ah#;2

混匀作为
A

号&不含干扰!干扰按

#;)h#;%

混匀作为
<

号&不含干扰!干扰按
#h"

混匀

作为
2

号%(

2

份标本测定
$

次#以
"

号均值作为基

准#计算其他干扰标本与
"

号标本均值的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绝对值小于
"#>

认为干扰水平对检测结果

无影响(

$;/;2

!

样品针携带污染
!

配置葡萄糖$

\'̂

%浓度在

$<

)

A#II-4

"

I'

的高值污染源
P

#稀释
<

次重复测

试其浓度作为
&P

(取
$

)

<II-4

"

I'

低值血清
'

#

<

次重复测试#其浓度均值为
&#

(按
P

'

'

顺序为一组#

共进行
<

组测试#每组两个标本重复测试
$

次#记录

每组标本中
'

样本的第
"

个结果
&C"

(计算
&C"

相对

&#

的偏差#计算
<

个偏差的平均值(

/

!

结
!!

果

/;$

!

精密度验证结果
!

所有实验结果均符合初步精

密度
"

"

A&'(+l%%

指标#及总精密度符合
"

"

$&'(+l

%%

指标#见表
"

'

)

(

表
"

!!

初步精密度

编号 项目 单位

&'(+l%%

指标

相对

$

>

%

"

"

A&'(+l%%

指标

$

>

%

批内精密度$

"

"

A&'(+l%%

指标%

j"

G ?T

$

>

% 结论

j)

G ?T

$

>

% 结论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B

%

^

"

' )# <;# #;%2 ";,

合格
";A2 #;=

合格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B

%

^

"

' )# <;# ";#) );#

合格
#;%% #;2

合格

$

总胆红素$

B7('

%

#

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A

直接胆红素$

_7('

%

#

I-4

"

' U U #;"< ";"

合格
#;)$ #;2

合格

<

总蛋白$

BY

%

?

"

' "# );< #;A< #;,

合格
#;A< #;=

合格

2

清蛋白$

+'7

%

?

"

' "# );< #;$% #;%

合格
#;$% ";)

合格

,

肌酐$

&9

%

I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

尿酸$

+̂

%

II-4

"

' ", A;)< ";2" #;<

合格
$;A% #;<

合格

=

尿素$

@̂3+

%

I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

葡萄糖$

\'̂

%

II-4

"

' "# );< #;#2 ";"

合格
#;"< ";"

合格

""

总胆固醇$

B&

%

I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

三酰甘油$

B\

%

II-4

"

' )< 2;)< #;#$ ";A

合格
#;#2 ";A

合格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_'*&

%

II-4

"

' $# ,;< #;#A ";A

合格
#;#% ";A

合格

"A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P_'*&

%

II-4

"

' $# ,;< #;#" ";#

合格
#;#" );A

合格

!!

注!

_7('

初步精密度指标同
B7('

为
<;#>

&

U

为无数据

表
)

!!

总精密度

编号 项目 单位

&'(+l%%

指标

相对

$

>

%

"

"

$&'(+l%%

指标

$

>

%

总精密度$

"

"

$&'(+l%%

指标%

j"

G ?T

$

>

% 结论

j)

G ?T

$

>

% 结论

" +'B ^

"

' )# 2;, #;=% );#

合格
$;$$ );"

合格

) +!B ^

"

' )# 2;, ";)# );A

合格
$;A$ );)

合格

$ B7('

#

I-4

"

' )# 2;, #;%< A;=

合格
);"= $;=

合格

A _7('

#

I-4

"

' U U #;)= );"

合格
#;,$ ";=

合格

< BY

?

"

' "# $;$ #;<, #;=

合格
";$< );%

合格

2 +'7

?

"

' "# $;$ #;2) ";A

合格
#;,< );$

合格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续表
)

!!

总精密度

编号 项目 单位

&'(+l%%

指标

相对

$

>

%

"

"

$&'(+l%%

指标

$

>

%

总精密度$

"

"

$&'(+l%%

指标%

j"

G ?T

$

>

% 结论

j)

G ?T

$

>

% 结论

, &9 II-4

"

' "< <;# ";)$ ";)

合格
<;2< ";A

合格

% ^+ I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 @̂3+ II-4

"

' = $;# #;"2 );A

合格
#;<$ );2

合格

"# \'̂ I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 B& II-4

"

' "# $;$ #;"# );#

合格
#;"$ ";%

合格

") B\ II-4

"

' )< %;$ #;#A ";=

合格
#;#, ";2

合格

"$ '_'*& II-4

"

' $# "#;# #;#2 );)

合格
#;"# ";,

合格

"A P_'*& II-4

"

' $# "#;# #;#) ";<

合格
#;#) $;A

合格

!!

注!

_7('

总精密度指标同
B7('

为
2;,>

&

U

为无数据

/;/

!

分析测量范围验证结果
!

"A

个评价项目实际分

析测量范围均覆盖浓度在所涉及浓度内呈线性符合

厂家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见表
$

(

/;'

!

方法学比对验证结果
!

本生化仪与罗氏
Q _̀*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方法学比对#其斜率符

合介于
#;=

)

";"

#

P

)

$

#;=<

的要求#所有实验结果均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或相对偏差#均符合
&

"

"

)

&'(+l%%

指标#见表
A

(

/;1

!

干扰试验验证结果
!

所有项目的胆红素'血红

蛋白'内源性酯干扰#在高低两个浓度上#按仪器说明

书要求的干扰水平上与对照组相比#所有实验的相比

偏差均在
g"#>

以内#无明显干扰#符合厂家指标要

求#见表
<

(

表
$

!

分析测量范围评价

编号 项目 单位

线性范围

最低值 最高值

线性评价结论$相关系数
$

#;==

#每个水平线性偏差
&

"#>

%

最低值 最高值
相关

系数
P

)

水平
"

线性偏差$

>

%

水平
)

线性偏差$

>

%

水平
$

线性偏差$

>

%

水平
A

线性偏差$

>

%

水平
<

线性偏差$

>

%

是否覆盖所

宣称浓度

是否在涉及

浓度内成线性

" +'B ^

"

' A "### $;)< "$$);$< #;===$ #;A$ U$;%, );#" U";#2 #;<<

是 是

) +!B ^

"

' A %## $;"< =2%;## #;==%< U<;## ";"= ";$A );A# );#)

是 是

$ B7('

#

I-4

"

' ) 2%A #;") ,<);2$ #;===" U#;,) A;"" U);=) #;)) #;)%

是 是

< BY

?

"

' ) ")# ";$# "A,;<# #;===, U<;2< U);"# ";$= #;$# #;")

是 是

2 +'7

?

"

' $ 2# #;,# %";<< #;==A# U);$2 %;", %;#2 ";#A UA;=<

是 是

, &9 II-4

"

' = )A)# ,;$< %A#<;)< #;==%, U";%< );), );)" );,< U);%2

是 是

% +̂ II-4

"

' )#;% "<##;# ",;,< "%A";#< #;==== #;,# #;"= U#;"# U#;,% #;A%

是 是

= @̂3+ II-4

"

' " A# #;A" =";#) #;==%< #;)< $;$$ <;$2 U";"A U";,%

是 是

"# \'̂ II-4

"

' #;$ )%;# #;"" )=;), #;===, #;)) #;), U#;#) U";A= #;="

是 是

"" B& II-4

"

' #;" )#;# #;#% )<;,A #;==<) U%;,$ ";), );#" ,;$# U<;)$

是 是

") B\ II-4

"

' #;" ");< #;#A "<;"A #;==,2 #;%% <;%" A;$= #;=< U$;"$

是 是

"$ '_'*& II-4

"

' #;#< )#;## #;#) )";A< #;==%, #;<" U";,) U);,< U);2< );=%

是 是

"A P_'*& II-4

"

' #;#< 2;## #;#$ %;"% #;===" U2;$2 );22 );$% ";2A U);#$

是 是

表
A

!!

方法学比对验证结果

编号 项目 单位
偏差指标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

%

拟合方程

斜率 截距
P

) 结论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

医学决定水平
O: O:>

临床评价

" +'B ^

"

' U "# ";##A= #;A"%, #;===<

合格
d5" )# #;<) );2

合格

d5) 2# #;,) ";)

合格

d5$ $## ";=# #;2

合格

) +!B ^

"

' U "# #;==$< ";2%$) #;===,

合格
d5" )# ";%" =;"

合格

d5) 2# );#% $;<

合格

d5$ $## $;2< ";)

合格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续表
A

!!

方法学比对验证结果

编号 项目 单位
偏差指标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

%

拟合方程

斜率 截距
P

) 结论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

医学决定水平
O: O:>

临床评价

$ B7('

#

I-4

"

' 2;%A "# #;=2% ";"=%$ #;==%,

合格
d5" )A;" #;A) ";,

合格

d5) A);% #;"= #;A

合格

d5$ $A) =;=# );=

合格

< BY

?

"

' U < #;=<2 #;$"## #;=%=#

合格
d5" A< ";2, $;,

合格

d5) 2# );$$ $;=

合格

d5$ %# $;)# A;#

合格

2 +'7

?

"

' U < #;=2= ";"),) #;=%%$

合格
d5" )# #;<# );<

合格

d5) $< #;#$ #;"

合格

d5$ <) #;<# ";#

合格

, &9

#

I-4

"

' )2;<) ,;< ";#AA "";=<$2 #;==,<

合格
d5" A# "$;,$ $A;$

合格

d5) "A" "%;)) ");=

合格

d5$ <$# $<;<" 2;,

合格

% +̂

#

I-4

"

' U %;< ";##" ");%#,) #;==22

合格
d5" ""% ");=) "";#

合格

d5) A,) "$;)% );%

合格

d5$ 2$" "$;AA );"

合格

= @̂3+ II-4

"

' #;," A;< #;=,% #;"2A= #;===<

合格
d5" );" #;") <;2

合格

d5) =;$ #;#A #;<

合格

d5$ ",;= #;)A ";$

合格

"# \'̂ II-4

"

' #;$$ < #;=%< #;#,"2 #;==$A

合格
d5" );< #;"" A;A

合格

d5) 2;, #;"% );2

合格

d5$ "# #;)$ );$

合格

"" B& II-4

"

' U < ";#"" #;"<$< #;=%2=

合格
d5" );$ #;"$ <;2

合格

d5) 2;) #;#= ";A

合格

d5$ = #;#2 #;2

合格

") B\ II-4

"

' U ");< #;==< #;##=< #;==A)

合格
d5" #;A% #;#" ";<

合格

d5) ";2= #;## #;"

合格

d5$ A;<) #;#" #;$

合格

"$ '_'*& II-4

"

' U "< #;=$, #;"=,# #;=%A)

合格
d5" $;A #;#) #;<

合格

d5) A;" #;#2 ";<

合格

"A P_'*& II-4

"

' U "< #;=%= #;#"<" #;==#<

合格
d5" #;=" #;#" #;2

合格

d5) ";2% #;## #;)

合格

!!

注!

U

为无数据

表
<

!!

干扰试验总结表

编号 项目 单位 干扰物 宣称干扰浓度$

I

?

"

J'

% 实测干扰浓度 样本基准值 相对偏差$

>

%

" +'B ^

"

'

胆红素
A# A# %";<

#

A#2;$ <;A#

#

A;%)

血红蛋白
<## <## %);#

#

A"";= <;,$

#

$;A#

内源性酯
<## <## ,%;2

#

A#";= U,;2$

#

U";,A

) +!B ^

"

'

胆红素
A# A# %#;=

#

%"A;A U$;<=

#

U";%<

内源性酯
<## <## %";)

#

%#A;) );,A

#

#;<<

$ B7('

#

I-4

"

'

血红蛋白
$## $## "=;,

#

)<$;< UA;$"

#

U$;A2

内源性酯
)<# )<# "=;#

#

)<);$ 2;2#

#

A;"=

A _7('

#

I-4

"

'

内源性酯
"## "## );$<

#

%<;% ";#=

#

);A<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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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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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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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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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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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干扰试验总结表

编号 项目 单位 干扰物 宣称干扰浓度$

I

?

"

J'

% 实测干扰浓度 样本基准值 相对偏差$

>

%

< BY

?

"

'

胆红素
$# $# <%;%

#

,%;2 U#;=$

#

U";#"

血红蛋白
)<# )<# <%;=

#

,%;A U#;A"

#

U";#)

内源性酯
)### )### <=;"

#

,%;# U,;<$

#

U<;=)

2 +'7

?

"

'

胆红素
)# )# $%;A

#

A%;< UA;A<

#

U);",

血红蛋白
<## <## $,;,

#

A%;A $;%"

#

";,<

内源性酯
<## <## $,;,

#

A%;, U,;#%

#

U2;%"

, &9

#

I-4

"

'

胆红素
)# )# "$);A

#

AA,;# U2;$,

#

U2;,A

血红蛋白
"## "## "$#;2

#

AA);= );",

#

#;A<

内源性酯
)<# )<# ")=;<

#

AA$;% #;=2

#

U#;,$

% ^+

#

I-4

"

'

胆红素
)# )# )#";,

#

<#";) U";22

#

U";"#

血红蛋白
)<# )<# )#";"

#

A%,;< 2;,"

#

$;))

内源性酯
<## <## )#A;#

#

<#,;< #;2=

#

U#;#%

= @̂3+ II-4

"

'

胆红素
A# A# $;%

#

,;)= ";)<

#

#;<,

血红蛋白
<## <## $;"<

#

,;", $;$,

#

2;")

内源性酯
<## <## $;#<

#

2;=A ";)A

#

2;<,

"# \'̂ II-4

"

'

胆红素
A# A# A;$,

#

2;,A U$;),

#

U$;"%

血红蛋白
<## <## A;$=

#

2;,< U";2$

#

U";$<

内源性酯
<## <## A;$<

#

2;2" ";#A

#

U#;$2

"" B& II-4

"

'

血红蛋白
<## <## $;%A

#

2;A= #;<

#

U";$<

内源性酯
<## <## $;%)

#

2;<" <;",

#

);A)

") B\ II-4

"

'

血红蛋白
<## <## ";,)

#

<;<2 <;%2

#

#;="

"$ '_'*& II-4

"

'

血红蛋白
$## $## );<$

#

<;"# #;A"

#

#;$2

内源性酯
$## $## );<2

#

<;#" $;$$

#

";%,

"A P_'*& II-4

"

'

胆红素
A# A# #;=#

#

";%$ UA;2<

#

U$;,)

血红蛋白
$## $## #;=)

#

";%$ U);A2

#

U";,%

内源性酯
"### "### #;=#

#

";%$ U2;$,

#

UA;="

/;2

!

样品针携带污染验证结果
!

以
\'̂

检测作为

评价项目!

\'̂

低值标本
\'̂

基准测试
<

次检测值

分别为
$;)$

'

$;",

'

$;"<

'

$;)$

'

$;"<II-4

"

'

#均值为

$;"=II-4

"

'

(

$

倍稀释高值标本
\'̂

测试
<

次检

测值分别为
");"#

'

");#"

'

");#<

'

"";%=

'

"";%=

II-4

"

'

#均值为
"";==II-4

"

'

(污染测试模式中

"

)

<

号
\'̂

浓度的样品针携带污染率$

WC

%分别为

#;)$>

'

#;#,>

'

#;$)>

'

#;")>

'

#;)$>

#样品针携带

平均携带污染率为
#;"=>

#小于行业标准规定的小于

#;<>

指标#符合检测质量要求(

'

!

结
!!

论

!!

对一台仪器进行客观评价#必须从多角度'多项

目进行严密的实验验证#因此本科室选择了常用

+'B

'

+!B

'

\'̂

'

B&

等
"A

个检测项目#从精密度'

分析测量范围'方法学比对'干扰试验'样品针携带污

染率等
2

个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性能评价*

"*$

+

(

精密度是检测系统测量结果的再现性#是保证准

确度的先决条件#

+'B

'

+!B

'

\'̂

'

B&

等
"A

个项目

的批内精密度均小于
"

"

A&'(+l%%

指标#总精密度均

小于
"

"

$&'(+l%%

指标#符合通用指标要求*

A*2

+

(

分析测量范围是指检测方法能够直接测定出待

测物的浓度呈线性比例的范围#所有
"A

个评价项目

在所涉及浓度内呈线性#符合厂家实验操作要求(

方法学比对是检验结果准确的重要方法(迈瑞

!+'2###

的生化模块
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

罗氏
Q _̀̂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方法学比

对#

"A

个检测项目的比对回归曲线斜率均在
#;=

)

";"

#

P

) 均在
#;=%

以上#满足指标要求#且在医学决定

水平处的偏差满足小于规定的绝对偏差或相对偏差

满足#即小于
&

"

"

)&'(+l%%

指标*

,*=

+

(

胆红素'血红蛋白'内源性酯对
"A

个检测项目的

干扰试验中#所有项目对胆红素'血红蛋白'内源性酯

抗干扰能力符合厂家实验操作要求#所测结果的相对

偏差满足指标要求#干扰物对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

样品针携带污染率是影响仪器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很

重要的指标之一#以
\'̂

作为评价项目的平均携带

污染率
#;"=>

#符合行业标准
bb

"

B#2<A*)##%

规定

的
%

#;<>

#达到检测质量的要求*

"#*")

+

(

综上所述#这种国产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的

"A

个检测项目的精密度'分析测量范围'方法学比对'

干扰实验'样品针携带污染率指标完全符合厂家说明

书的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行业标准#性能良好#能够满

足临床检测要求#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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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情志护理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疼痛的干预效果

杨
!

林!冯
!

捷!许
!

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鳪侨医疗中心!广州
<"#<"<

#

!!

摘
!

要"目的
!

考察中医情志护理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疼痛的干预效果$方法
!

将
=#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A<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对照组患者基础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中医

情志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疼痛水平(生活能力和焦虑(抑郁水平$结果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疼痛水平低于对照

组"

!

%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能力各评分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焦虑(抑郁评分低

于对照组"

!

%

#;#<

#$结论
!

中医情志护理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疼痛的干预效果良好!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多发性骨髓瘤%

!

疼痛%

!

中医情志护理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2*#$

!!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恶性肿瘤#骨性疼痛

和病理性骨折是多发性骨髓瘤最为显著的特征*

"

+

(

流行病学显示#多发性骨髓瘤占所有血液疾病的

"#>

)

"<>

#且发病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

+

(目

前#对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主要是限制癌细胞的生

长和抑制反应#而仅仅使用药物治疗患者疼痛容易出

现药物依赖性和药效降低#影响治疗效果*

$

+

(中医情

志护理在多种癌症的治疗中均具有良好效果#可以有

效抑制患者疼痛水平*

A

+

(因此#探讨中医情志护理对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疼痛的干预效果对改善治疗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2

年
<

月收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
A<

例(纳入标准!$

"

%伴有疼痛症状&$

)

%

无精神障碍史#意识清楚可进行基本的交流&$

$

%住院

时间大于
"

周(排除标准!$

"

%病情危重&$

)

%无自理

能力&$

$

%无法进行沟通交流者&$

A

%感知异常者(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A#

)

2<

岁#平均$

<,;%g

<;)

%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采用化疗治疗
Y+_

方案治

疗!硼替佐米
";$I

?

"

I

)

#静脉滴注#

J"

'

JA

'

J%

'

J""

&

阿霉素
"#

)

)#I

?

#

J"

'

JA

'

J%

'

J""

&地塞米松
)#I

?

#

J"

'

J)

'

JA

'

J<

'

J%

'

J=

'

J""

'

J")

&

)"J

为
"

个疗程(根

据医嘱服用芬太尼进行止痛#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中医情志护理!根据

,中医基础理论-和相关文献#采用.五声疏泄/原理#

同时护士指导患者于病情稳定期取舒适体位#安静环

境下想象疼痛#通过呻吟来释放疼痛感$

<

次"分钟#

"

次"天%(此外#还可以通过播放舒缓音乐#及时与患

者沟通交流#利用音乐来舒缓患者心理#提高沟通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