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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含有检测不确定度的结果对检测结果进行完整表述!可评价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检测判定结果的风险大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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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和,医学实验室质量

和能力的特殊要求-等国际化标准体系中均提出了对测量结果

不确定度的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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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临床检验不确定度评定的

应用报道很少#尤其是关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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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现通过对典型例子不确定度

的分析和量化#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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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确定度的

评定程序&通过对检测结果不确定度的评估进行完整的表达#

避免或降低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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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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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能力分析和控制的影响该法质量因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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