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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效果!本

组对重复性试验&回收试验&干扰试验&灵敏度和线性范围进行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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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成正比%该法在
C?)

;7YC?*!%&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有高度精密度&良好准确

度&较宽线性范围和较长开瓶稳定性!在抗干扰方面也有良好

操作性能!可见本法完全符合临床检验使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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