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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或
%

(2&

(

#

9

A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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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

和/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0要求!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在进行临床样本检测前!必须进行仪器性

能验证%本次性能验证结果表明!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

析仪的几项主要参数的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携带污染率

均在厂家允许的范围内!线性良好%其中
QY

线性较差!原因

可能是成片脱落的
QY

在反复混匀&稀释的过程中易分散成单

个细胞!和(或由于其胞体最大&沉降最快!导致随机误差增大%

通过试验及一段时间使用!笔者认为
L̀ )!&&&1

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仪具有分析模式灵活&检测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分

析方法规范&可报告多项参数等特点%但由于其基本原理仍是

根据有形成分的大小及核酸量的多寡进行非形态分析!其结果

只能供筛选之用-

')$

.

%实验室应结合干化学&

L̀ )!&&&1

尿液有

形成分分析&显微镜镜检诸方法的优缺点!确立与细化尿液整

体化分析的规则-

6

.

%总之!

:

P

05GTL̀)!&&&1

尿液有形成分分

析仪各项性能均符合仪器要求范围!适于大中型医院用于尿液

有形成分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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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器的准确度$精密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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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子分析天平称量加样针吸取蒸溜水的质量来

进行校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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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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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校验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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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加样针加样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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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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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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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校验结果符合预期要求"能满足加样的需求"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要加强校验工

作"确保自动加样器的准确性$可靠性%

关键词"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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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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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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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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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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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检测质量!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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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器进行定

期校验!以确保加样量和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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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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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来采用称量法校验加样针加样量准确度&精密度的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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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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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器校验
!

次!采用称量法!使用加样器配置软件程

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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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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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量进行校验!吸取过夜蒸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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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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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每根吸取过夜蒸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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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校验过程中维持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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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科室于
'&&6

年购买
B:X'&&

(

%

全自动加样器!

从
'&&(

年开始用称量法每年校验
!

次!

(

次校验均通过精密

度测试!

=D

值均符合校验标准%但第
!

次对加样量
!&

#

9

的

%

根针进行校验!其中
#

根针加液量平均值高于
!&

#

9

!

'

根针

加液量低于
!&

#

9

!

'&&#

!

'&&"

年对
%

根针校验
6

次!加液量

高于标准量的针的数量减少!低于标准量的针的数量增加%而

(

次对加样量
!&&

#

9

的
%

根针进行校验!平均值均低于标准

量*

!&&

#

9

,!并且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平均加样量均有所降

低!准确度下降!

=D

加大!精密度降低%虽然
=D

值符合校验

标准!但应引起重视%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随着仪器使用

年限的延长!准确度&精密度下降!应缩短校验周期或增加校验

次数+随着仪器磨损度加大!应及时加强对一次性管道或三通

阀&活塞等易磨损零部件的更换!增强其密封性-

6)#

.

+定期检查

或更换加样针!因用久之后!钢针上特氟伦涂层会破坏&脱落!

导致针孔壁粗糙!使加样针尖残留量增多!会造成加样量不准&

样本交叉污染或拖带现象+要经常进行气密性检查!确保加样

准确性-

*

.

%另外!由于常用加样量包括
!&

&

(&

和
!&&

#

9

!因此

建议加强对
(&

#

9

加样量进行精密度测试!以确保小&中&大加

样量都得到监控%只有保证加样量准确!仪器正常运行!才能

确保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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