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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是定量说明测量结果质量的
!

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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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结果不确定度至少应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等

环节的影响因素%分析前因素导致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国内尚未见报道%本文参考了相关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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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常规分析前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进行了初步探索!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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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样本采集'随机选择
6&

例门诊患者!采集空

腹静脉血
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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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真空采血管各
'59

%其中
'&

例患者由同
!

位技师采血!均注入浙江拱东医用塑料厂所产采

血管!每位患者的
'

支采血管分别编入
7

&

V

组%另
'&

例患者

随机在不同采血窗口由不同采血技师采血!并随机注入不同厂

家*浙江拱东医用塑料厂或沧州永康医用品有限公司,所产采

血管!每位患者的
'

支采血管分别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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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2@

"

主要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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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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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

球计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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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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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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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组样本采集后即刻选用
7S)

J?7!'&

仪进行自动化分析计数%

Y

组样本采集后即刻随机

选用任一台仪器进行自动化分析计数%

S

组样本需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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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随机选用任一台仪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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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的差异代

表测量仪器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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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重复性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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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的差异可以代表分析前变异!也包含了

测量重复性标准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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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其视作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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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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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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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组分别是对同一被测量的
'

次平行检测!可以应用合并样本标准偏差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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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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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样本例数!

!

为同一

样本
'

次平行测量结果之差的绝对值%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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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于相

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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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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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分析前不确定度分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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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量重复性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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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

成不确定度计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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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见表
'

%

@

"

结
""

果

表
!

显示了血常规检验的各项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中仅有白细胞计数&血小板压积&平均红细胞体积&红细胞体积

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和平均血小板宽度
#

个项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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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

小于或略大于
&

8

分量!其他
!'

个项目前者均远远大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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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各项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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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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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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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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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各项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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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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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胞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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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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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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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体积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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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小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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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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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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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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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普遍认为!所有的检验过程严格按标准操作程序

*

:AX

,执行!那么分析前的变异是可以忽略的-

!

.

%但是!随着

自动化测量仪器的改进与普及!以及室内质量控制水平的提

高!分析中的变异因素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一过程中的不确

定度分量在降低!从而更凸显了分析前因素导致的测量不确定

度分量%分析前因素可以包括样本采集&运输&存放&处理等诸

多环节!涉及到患者的准备&采样技术人员的水平&运输过程的

保温与延迟&存放温度与时间&样本状况与处理等诸多因素!要

想对这诸多环节因素实现统一的标准化程序是十分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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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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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学合理的评定是必要的%

本组设计延迟
6I

重复检测模型*即
Y

&

S

组,!以模拟日常

检验分析前变异因素%另外!模拟试验还要做到采血人员不

同!采血管不同!测量仪器不同等日常变异因素!使其在不确定

度
N

3

中全部得以体现%总之!设计建模的原则就是尽可能模

拟规范化日常检验分析前所有变异因素%但是!在设计重复性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试验*即
7

&

V

组,中要确保上述不确定度影

响因素不被重复评定%

本组利用
:

*

;

,代替试验标准偏差来计算标准不确定度%

它与实验标准偏差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评定计算的方法不

同%但需注意使用
:

*

;

,的必要前提'*

!

,以规范化的常规测量

为基础+*

'

,应有较多的被测量!以使其自由度足够大!一般应

有
'&

个以上+*

$

,这些被测量之值大小是否和
:

*

;

,有明显的

相关性%因本次研究收集样本数量较少!没有考虑测量结果数

值的大小对标准偏差的影响!但这并不会影响本次研究的目

的%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测量结果数值的大小分别计算不同

数值水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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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
&

@

并不是血常规检验过程的总的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后者除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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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和
&

8

分量外!还应有校准品&偏倚&日

间变异&批间变异等因素带来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客观评定

各分量对不确定度的贡献有助于促进实验室提高对检测原理

的认识&检测方法的改进&加强标准化操作&人员培训等!以改

进实验室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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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酸水平升高作为冠心病的
!

个危险因素已受到重

视-

!)'

.

!本组通过测定
!$'

例冠心病患者的血清尿酸含量!对其

与冠心病的关联进行了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入选的
!$'

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性
%(

例&

女性
6*

例!年龄
6(

!

*(

岁!平均年龄
#&2'

岁+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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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非冠心病患者!其中男性
*(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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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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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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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均排除痛风&糖尿病&恶性肿瘤&肝肾功能

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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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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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采用酶法测定血

尿酸%测定仪器使用日立
*&#&

生化仪%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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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以
(b:

表示!

'

组之间差异采用

<

检验来分析!计数资料则进行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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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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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冠心病组血清尿酸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例冠心病患

者中!

6(26'8

血尿酸水平升高!

!'&

例对照者中!血尿酸水平

升高者占
!!2!'8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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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高尿

酸血症是冠心病的可能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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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呤分解代谢最终产物为尿酸!已有临床研究证实尿酸升

高与心血管疾病相关!血清尿酸水平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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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9

是冠心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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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血清尿酸浓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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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有关文献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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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血清尿酸升高像高血

脂&高血糖&肥胖&胰岛素抵抗一样!是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

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但其机制不明%当高尿酸血症合并

其他危险因素时!可进一步加剧血管内膜损害!尤其在合并糖

尿病或吸烟嗜好时!更易促发冠心病%尿酸在血液中的物理溶

解度很低!高尿酸血症时!尿酸微结晶容易析出!沉积于血管

壁!直接损伤血管内膜%此外!高尿酸血症也是胰岛素抵抗综

合征的
!

个标志!常合并高血压病&高胰岛素血症和脂代谢紊

乱等-

#)%

.

%尿酸可能通过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心血管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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