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玻璃试管在离心标本时因管壁的硬性及脆性可使标本成

分破坏!导致血清或血浆中
X

&

XB9

等发生微弱变化-

!

.

+而塑料

试管具有很好的柔韧性!对标本成分的破坏小!检测影响不大+

而且!由于塑料管不易破碎!具有更好的安全性!使用后易处

理!故推荐使用塑料管收集标本-

'

.

%

@2A

"

抗凝剂&添加剂的影响
"

抗凝剂和各种添加剂中的成分

如络合离子&荧光示踪物质*如
QN

$l

,与反应体系中物质*如相

应抗原或抗体成分,反应!导致其结合物结构发生改变!从而使

检测结果升高或降低-

!(

.

%因此应该用无金属络合离子的抗凝

剂和添加剂处理血液标本!最好使用血清%

@2B

"

溶血&黄疸&脂血标本对检测的影响
"

溶血起到稀释作

用!使得待测物浓度降低!且溶血标本中红细胞及细胞器破裂!

致使细胞内容物进入血中!干扰测定+脂血中乳糜微粒具有散

射作用!对免疫比浊法等产生干扰!由于脂血标本的乳糜微粒

的屏蔽效应!或脂血使血清黏度增大降低了抗原&抗体结合几

率!或脂质占据一定的体积使反应体积减少!导致放免法测定

时结果偏低+黄疸标本常含有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对以辣根过

氧化酶为标记物的
Q9?:7

法!可能产生非特异性显色而影响

检测结果-

'

.

%

A

"

结
""

语

综上所述!生理节律及环境状态&自身抗体以及处理操作

等分析前因素致使目前性激素的检测误差较大%但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变异性小的质谱测定法如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

逐渐成为性激素检测的主要方法!同时随着实验人员组成结构

不断优化!必定更加深入&彻底地了解和控制好各种因素对性

激素检测的影响!特别是做好性激素检测的分析前质量控制!

必定会使得性激素检测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医药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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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与实验室管理!

临床血液实验室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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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吴风春"张长庚"李庆禄"姚新洁"王文智

!河北省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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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的应用和血液实验室均存在诸多问题!根据

血液实验室的发展状况!下面提出临床血液检验过程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及相应的对策与同行交流%

?

"

仪器校准缺乏长效性

校准对保证实验室结果的准确性非常重要-

!

.

%临床血液

实验室只重视试剂批号更换时进行仪器校准!对仪器保养&故

障维修后&或更换仪器配件后的仪器校准工作常常疏忽!日常

性的仪器校准做得不多!造成仪器结果的误差%为此本文建议

加强日常性的仪器校准!以减少误差!保证准确性%

@

"

室间质评与室内质控及标本检测缺乏同步性

由于过分追求室间质评质量!实验室出现测定室间质评标

本时选择较稳定试剂&较稳定仪器&将仪器调至最佳状态单独

测试!与室内质控及标本检测不在同一条件%这样不能反映临

床血液实验室的监测质量!使室间质评形同虚设%必须深刻认

识到建立全面质控体系的重要性%质控体系需要从检测分析

仪及其配套试剂&校准品&质控品&检测方法&训练有素的技术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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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2$'

!

K42$



人员&操作程序及相关的记录&完善的室内&室间质评活动&定

期的质控记录&保养计划等予以全面实施-

'

.

%在日常工作中!

要将室间质评与室内质控及标本检测统一起来!在相同条件下

予以检测%才能保证日常标本检测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另外!

还要重视仪器的维护和保养!经常校准仪器以最佳状态应对日

常标本检测%

A

"

各血细胞分析仪间结果缺乏一致性

目前!大中型医院的大部分实验室拥有
'

台或更多的三分

类&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同一标本在不同

的分析仪上检测相同项目!这将导致结果间的差异%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是对血液实验室的三分类&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

用同一质控品或同一新鲜血清进行定期比对!以达结果间的

一致%

B

"

缺乏,危急值-建立及报告制度

由于检验标本分析前阶段并不都能由临床血液实验室所

控制!故有时出现"危急值#并不是患者的实际检验结果!患者

并无相应危急症状-

$

.

%目前!临床血液实验室"危急值#报告制

度相对薄弱!因此血液实验室要根据不同的专科特色制定不同

的"危急值#报告制度%这样能促进检验工作者对异常结果及

时进行分析复查!加强主动性和责任心!增强服务临床的意识!

对与临床医师的沟通起到促进作用%

C

"

血细胞分析后血涂片的复检率低

三分类&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省时&省力&可在短时间内大

量检测!大大缩短出报告时间-

6

.

!但它尚不能代替镜检%工作

人员过分依赖血细胞分析仪!只重视对临床医生要求血涂片检

查的标本及仪器报警的标本进行复检!而对以细胞结构异常为

主!形态&大小&数量未发生变化的标本常常忽略复检!从而造

成白血病及其他疾病的漏诊%针对以上情况!工作人员必须加

强对细胞形态学检测重要性的认识-

(

.

!要建立一整套可参照的

人工复查的标准&内容&方法&程序及细胞形态学质量控制制

度!加强形态学质量控制工作监督%

V

"

缺乏建立血细胞分析仪的筛选标准

目前血液实验室标本量大!临床要求出报告时间急!而镜

检又是一项很费时的工作!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对每例标本的复

检!这也是血涂片复检率低的原因之一%工作人员对是否复检

标本无章可循!建立不同分析仪的筛选规则势在必行%要根据

不同仪器的参数规定筛选内容!在保证病理细胞不漏诊的原则

下!提高其他异常细胞的检出率%

W

"

工作人员识别血细胞形态的基本功差

近年来!许多高学历年轻人才不断充实医学检验行列!再

加上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作人员只重视仪

器的操作技术而成为操作性人才!误认为仪器尤其是五分类分

析仪可以代替镜检!从而忽略形态学学习-

(

.

%为此工作人员要

切实重视形态学检验工作!经常参加细胞形态学培训班和形态

学质控工作!才能提高细胞形态学检验水平%

X

"

与临床沟通不到位

临床血液的测定结果最终用于临床患者的诊断&治疗&预

后监测或健康状况的评估%目前普遍认为实验室异常值的出

现可能是标本采集不当或实验室误差引起!而忽略了患者自身

病情因素%因此当遇到异常结果时!忽略了与临床医生的沟

通!而这些异常结果恰恰是患者病情变化所致-

#

.

%与临床联系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要时检验人员可参与医师查房或医

师会诊%

本文提出了临床血液实验室存在的部分问题!希引起有关

方面的注意!从而保证血液实验室结果检测更加准确&可信和

具有可比性!并使结果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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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检验设备日趋先进!开展

的检验项目也越来越多!患者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才能更好

地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提高工作效率2 笔者认为做为医学

检验人员应养成以下
6

个良好的工作习惯%

?

"

查对的习惯

查对的习惯应贯穿检验工作的始终%检验分析前的查对

包括一般信息查对&标本质量查对和试剂质量查对-

!

.

%一般信

息查对即在为患者采集标本时!除核对患者的姓名&性别&年

龄&检验项目&交费状况等一般信息外!还要询问患者的近期生

理状况有的放矢收集相关信息!以排除生理状态对检验结果的

干扰%查对标本质量是否合格!包括标本采集容量&标本质量!

如是静脉血还是动脉血或乳糜血!有无溶血&凝血!采集容器有

无破裂!标本有无污染!抗凝剂选用是否适合!条形码信息是否

准确等等%此外还应核对试剂质量!包括试剂有效期&数量&质

量&放置位置&有无沉淀和杂质&颜色改变&干粉试剂是否完全

溶解%

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可每间隔
(

!

!&

个标本随机抽样查对

患者的姓名&标本编号&检验项目等是否一一对应!发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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