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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自问世以来#以操作简便+结果准

确快速+标本用量少等优点而受到广大医学实验室的

欢迎#而血细胞分析作为常规检验项目#应用也越来

越普及(随着医院的工作量增加及医疗科技的发展#

同一实验室内会引进多台血细胞分析仪(为了保证

检验结果的一致性#确保每台仪器发出的检验报告能

为临床提供准确的结果#实验室通常需要对多个检测

系统进行比对)

/)+

*

(本实验室近几年先后引进
-

台不

同型号的日本光电公司生产的血细胞分析仪#均安置

在同一实验室#虽然这
-

台仪器均是同一厂家生产#

所用的质控品+校准品+试剂也都是同一厂家配套产

品#但是它们的型号+仪器内部结构+使用频率和时间

均不完全一致#同一标本在这
-

台仪器上检测时结果

存在一定偏差(为了保证结果的偏差在允许范围以

内#检测结果能被临床接受#必须对实验结果进行比

对#确保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实验室查阅文献

)

-)7

*#参考国家标准)

A)*

*#以.医疗机构内定量检验

结果的可比性验证指南$

_Q

"

?047)+4/+

&/为指导#

对
-

台血细胞分析仪的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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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检测项目进行比对#以探讨
-

台仪器对

同一项目的检测结果的差异是否可以接受#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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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2$

!

材料来源
!

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就诊患者中选

择适合浓度的新鲜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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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凝标本#标本常温放置时间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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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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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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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44:

$仪器
6

&#仪器使用的试剂+校

准物和质控品均为光电厂家配套产品(

-

台血细胞分

析仪每天进行双水平的室内质控#其中
@U;)A+++b

$仪器
(

&每年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山东省的

室间质评#并且成绩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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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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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检测系统结果的不精密度
!

收集
-

台仪

器的最近
3

个月的室内质控数据#并计算相应的质控

品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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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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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对方案#计算

#T合并##T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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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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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比对样本的浓度范围和重复测定次数
!

计算
-

台仪器的质控品的总均值
!总#以 !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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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作为比对样本的浓度选择范围(依据
#T合并 的

值#查找极差检验临界差值表)

A

*

#确定样本需要重复

检测的次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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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比对试验可接受标准
!

本实验室以室间

质量评价为依据#选择原卫生部室间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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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
!

按照
/2-2+

的方法选择样本#每个

浓度范围选择
1

份标本#并按照已确定的重复测定次

数进行测定#计算每份标本分别在
-

台仪器进行检测

结果的均值和总均值(比较
-

个检测系统的均值#计

算极差#除以
-

台仪器的总均值得出比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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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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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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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总

均值+极差+比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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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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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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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总均值及检测系统结果的不精密度及样

本浓度的选择范围
!

按照
/2-2/

和
/2-2+

的方法#比

较
-

台仪器的
#T最大 和#T最小 的差异#结果均小于

+

倍#计算
#T合并值#并查找极差检验临界差值表#确定

样本需要重复检测的次数及浓度选择范围(各项目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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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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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总均值及检测结果的不精密度及样本浓度的选择范围

项目
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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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T

总 重复测定次数 样本选择范围

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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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T

总 重复测定次数 样本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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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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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结果

统计结果
低值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0

样本
1

中值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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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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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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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1

总均值$

\/4

*

"

8

&

+2+A +23- +213 +2+A +23- 7230 A2-4 72*0 3273 720-

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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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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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424- 42/1 4241 424- 42+- 42/7 42/7 42-- 4207

比对偏差$

B

&

0204 42*1 12A3 +2+4 42*1 -241 +24/ +2/4 02*- 32+A

可接受标准$

B

&

7214 7214

结论 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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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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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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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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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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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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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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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偏差$

B

&

+23/ /271 /2+4 /20- +270 42-1 42-/ +234 42A+ /234

可接受标准$

B

&

-244 -244

结论 通过 通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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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结果

统计结果
低值

样本
/

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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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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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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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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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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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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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233 +207 /2-0 +21- /2A3 +2/7 423* /23/ +2-1

可接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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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4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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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

\/4

*

"

8

&

12+4 02A4 1204 0204 /274 +-2-4 ++244 +/2+4 3237 0237

比对偏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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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3 A2++ *2A+ A2/- -2+3 A2*- *2+7 *20/ +21/ +2+4

可接受标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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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 /4244

结论 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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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对结果分别见表
+

#

3

(结果显示#

-

台仪器各项目的

检测结果的比对偏差均
&

/

"

+Uc(

(

'

!

讨
!!

论

!!

近年来#医学发展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自动化

仪器被应用到医学实验室中#当实验室拥有两台或两

台以上血细胞分析仪时#测定结果必定存在一定的误

差(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可靠#保证不同仪器的实验

结果在临床可允许的范围以内#实验室必须至少半年

进行一次比对#以确保实验结果的一致性)

/4)/+

*

(因此

实验室内相同项目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也是质量

控制的重要内容(

本次比对实验中#

-

台血细胞分析仪都安装在同

一实验室#因此环境+温湿度对结果的影响都比较小#

而且
-

台仪器均采用厂家配套校准品+质控品和试

剂#在此基础上对
-

台血细胞分析仪所测结果进行比

对#可以更好地评价
-

台设备之间结果的可比性(

在日常工作中#为了保证结果可比性高#必须每

天按要求做好仪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证室内质控

结果在控#按照操作规程每半年进行校准(当仪器由

于故障更换了主要部件#或调整了校准系数#或室内

质控数据出现严重漂移#临床反馈结果有疑问时#均

需要及时进行比对#从而实现不同仪器间的检测结果

具有一致性#从而满足临床需求(

由于日常仪器维护保养得当和定期校准#同时规

范开展室内质控#本次实验#

-

台光电血细胞分析仪之

间的
_S6

+

&S6

+

5,

+

56?

和
:8?

等项目的结果可

比性高#均可满足临床需求(若比对时部分检测系统

的可比性不符合要求#应分析可能原因#采取相应的

纠正措施$例如定期校准+维护保养仪器确保仪器性

能良好+规范检测程序+人员培训等&#再实施比对以

确保比对结果符合分析质量要求(当比对结果难以

纠正时#应与临床进行沟通#必要时采用不同的生物

参考区间和$或&医学决定水平并在报告单上明确

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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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
+

株
6&;:

#采用
!6<@

试验与

H6<@

试验联合检测为产金属酶#而
6f(

敏感#再次

复核
+

株菌株仍为
!6<@

阳性#

H6<@

阳性且
6f(

敏

感%分析发现这
+

例均曾多次送检#其
6(f

+

<@<

+

U?:

结果均为耐药#且药敏结果与第
/

次检出一致#显示

;)S

法检测
6f(

的药敏结果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假敏

感性#应用分子方法检测其是否产金属酶(研究表

明#如果感染患者一开始选择的治疗药物不当#即使

后来调整为敏感的抗菌药物#也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

率)

*

*

(所以检测
6&;:

是否产酶及产酶类型与药敏

试验结果结合病情综合考虑#制订合理的用药方案#

尽量避免频繁更换抗菌药物#更有助于指导临床用

药#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4)//

*

(与其他酶抑制剂相

比#阿维巴坦自身结构可经逆反应恢复而具有长效的

抑制酶作用#且阿维巴坦不会诱导
)

内酰胺酶的产

生#显示出在克服细菌产
)

内酰胺酶耐药难题的潜

能)

/+)/1

*

(本研究显示#

6f(

对
6&;:

的敏感性可达

A/2+1B

#对不产酶的和产丝氨酸的
6&;:

敏感性可

达
/44244B

(

综上所述#

6f(

对
6&;:

存在着较高的敏感性#

且不易产生耐药#是值得期待的新药(而采用
!6<@

试验和
H6<@

试验检测
6&;:

是否产碳青霉烯酶#以

及产酶类型的检测更有利于指导临床对该药物的合

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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