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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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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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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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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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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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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老年人血清尿酸水平与临床相关

因素探讨*

W

+

B

临床荟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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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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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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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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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某院微生物室室间质评的调查分析

胡惠萍!严国红!占传华!朱杰稳

"湖北省黄石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

,.)--9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微生物实验室历年参加室间质评的调查结果!验证评估整体业务水平$方法
!

对
*---

!

*--D

年参

加微生物室室间质评的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

9,.

株室间质评菌株中!回报结果正确率
D,B,Z

$大肠杆菌
DCBDZ

!葡

萄球菌
D9BCZ

!非发酵菌
+9B+Z

!弧菌科
+)BCZ

!念珠菌
D,B,Z

!其他
+9B+Z

$药敏实验正确率
D-BDZ

$结论
!

该室历年的临床

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查结果显示!在弧菌科(分枝杆菌(念珠菌(非发酵菌分离鉴定中存在一定不足$肠杆菌科(葡萄球菌(肠球菌

是临床常见菌!分离鉴定符合率较高!药敏实验符合率欠佳$通过参加微生物室室间质评的调查对该室起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

作用!并提高了微生物室工作人员对细菌的识别(鉴定及药敏实验的检测能力$

关键词"数据收集%

!

室间质评%

!

质控菌株%

!

回顾性分析

!"#

!

9-B.D8D

"

E

BF66GB98C.#,9.-B*-99B9-B-,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8C.#,9.-

"

*-99

#

9-#99-)#-9

!!

为了加强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的质量监控#本省临床检

验中心$以下简称临检中心%每年对全省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

实施室间质评调查*

9

+

'本室参加临检中心微生物室室间质评

调查#如期将结果报送到临检中心#同期收到回执结果#现将情

况报道如下'

D

!

材料与方法

DBD

!

材料
!

从
*---

!

*--*

年每年收到
9*

个菌种#分
,

个季度

考核#每季度考核
.

个菌株$

*--*

年第
,

季
)

株菌%'从
*--.

!

*--D

年#每年收到
9)

个菌种分
.

次考核#每次考核
)

株菌'大

多数为
9

株菌#少数为混合菌株'每次考核有
9

个菌株作药敏

实验'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33*)D**

%,金黄色葡萄球菌

$

:"33*)D*.

,

:"33*D*9.

%,铜绿假单胞菌$

:"33*C+).

%和肠球

菌$

:"33*D*9*

%均来源于卫生部临检中心'

DBE

!

方法
!

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9

!

.

版及(临床微生

物学诊断与图解)要求进行人工培养鉴定#其中
*--)

年起采用

Ug#*9:

微生物自动分析仪鉴定'培养基和生化微量管为杭

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产品'药敏实验采用
b#'

法'志

贺菌属,沙门菌属,致病大肠埃希菌定型血清采用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的诊断血清'

E

!

结
!!

果

记载的
9,.

株调查菌株中#分离出肠杆菌
,D

株#

9

株错

误&非发酵菌
*9

株#

*

株错误&葡萄球菌
9*

株#

9

株错误&念珠

菌
9+

株#

9

株错误&弧菌科
C

株#

9

株错误&快速生长分枝杆菌

*

株#

9

株错误&腐蚀艾肯菌
9

株错误'鉴定正确的链球菌
99

株#肠球菌
D

株#李斯特菌
)

株#奴卡菌
*

株#隐球菌
.

株#布兰

汉菌
*

株#脑膜炎奈瑟菌
9

株#

+

株菌鉴定错误'药敏实验结

果
..

次#

.

次不符合'

F

!

讨
!!

论

FBD

!

参加质评调查结果错误原因分析

FBDBD

!

9,.

株调查菌株中
+

株鉴定错误技术分析
!

*--9

年第

9

次调查的血液标本#将溶血葡萄球菌报为里昂葡萄球菌#里

昂葡萄球菌凝聚因子实验阳性#甘露糖阳性#溶血葡萄球菌相

反'

*--*

第
,

次调查的痰标本#将热带念珠菌报为白色念珠

菌#热带念珠菌在沙保罗培养中生长紫红色菌落#白色念珠菌

是白色菌落'因没有沙保罗培养基#在血平板中无法观察菌落

的颜色'

*--.

年第
*

次调查的脑脊液标本#将脑膜黄杆菌报

为产吲黄杆菌#脑膜黄杆菌在
,*d

生长#淀粉实验阴性#产黄

色素#产吲黄杆菌则相反'

*--.

年第
.

次调查的尿液标本#将

阴沟肠杆菌报为液化沙雷菌#阴沟肠杆菌为红色菌落#液化沙

雷菌为不产红色素的淡黄色菌落'

*--)

年第
.

次调查的脓液

标本#将快速分枝杆菌报为表皮葡萄球菌#因快速分枝杆菌易

被乙醇脱色#革兰染色着色弱认为是阳性菌#也可能是标本污

染'

*--)

年第
.

次调查的血液标本#将腐蚀艾肯菌报为藤黄

微球菌#艾肯菌是临床少见菌株#对其生化特性了解太少'

*--C

年第
*

次调查的粪便标本#将非
T9

群霍乱弧菌报为副溶

血弧菌'副溶血弧菌嗜盐特性#对生化特性掌握欠佳'

*--C

年第
.

次调查的血液标本#将鲍曼不动杆菌报为琼氏不动杆

菌#在
,,d

生长#丙二酸盐阳性为鲍曼不动杆菌#琼氏不动杆

菌相反'药敏实验有
.

次不符合调查结果#

b#'

法用的药敏纸

片有
*

次已过效期#

,

次药敏实验测量出的结果是中敏,高敏

之间#判读,分析结果有误'

FBDBE

!

与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素质有关
!

微生物检验工作专

业理论性强#操作技术要求高#与工作人员责任心,工作熟练程

度有关'新进的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对工作不熟悉#掌握的技

术不全面#对新知识,新技术掌握不够'实验室必备实验条件

不够#工作人员没有积极向科主任及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实验条

件#是造成调查结果错误的重要因素'

FBE

!

按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微生物检验水$下转第
99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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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9

年
C

月第
.*

卷第
9-

期
!

>GIW<54;2M

!

WLJ

K

*-99

!

X&JB.*

!

!&B9-



染色$两种染料!一种为菲啶染料#主要染细胞核酸#这种染料

的主要特点是膜通透性&另一种是羧花青染料#染带负电荷的

细胞膜和线粒体#通过细胞荧光强度,前向散射光强度及细胞

电阻大小来定量报告尿内红细胞,白细胞等有形成分%'

:X7#

C8.

仪应用/机器视觉0技术#通过显微镜将镜下流动计数池中

的尿液有形成分放大#由
33]

摄取图像后#传输入计算机图像

采集卡采集图像#采用计算机自动识别与可疑细胞人工判读相

结合#对尿液中有形成分的形态进行识别并分类计数#得出单

位体积尿液有形成分细胞数量*

,

+

'

在
..

份
aR#9--

仪检测为红细胞的假阳性样本中#经人

工显微镜镜检判断#其中
9C

份为草酸钙结晶#

C

份为酵母菌#

8

份为细菌#

.

份为脂肪滴,精子'分析原因!部分草酸钙结晶,

脂肪滴和精子与红细胞形态相似#其染色的敏感性与细胞类

似#在散点图中与红细胞交叉分布而干扰
aR#9--

仪的红细胞

计数*

)

+

&酵母菌因其形态大小与红细胞相似#其前向散射光强

度与红细胞相近而将其误认为红细胞*

8

+

&因菲啶染料对膜通透

性低#细菌染色后荧光强度及前向散射光强度也较低$但比红

细胞稍强%#所以尿液中#当细菌超过一定量时#仪器将把大的,

成双的,成堆的细菌颗粒误认为尿红细胞*

C

+

'由于
:X7#C8.

仪是应用/机器视觉0技术#所以易将与红细胞形状相似的草酸

钙结晶,上皮细胞的细胞核误认为红细胞'在两种方法同时检

测尿液红细胞且同为阳性的
99-

份样本中#其中
*

份为草酸钙

结晶#即
aR#9--

仪和
:X7#C8.

仪共同检测样本红细胞为阳

性时#其结果假阳性率为
9B+Z

#明显小于单独用
aR#9--

仪检

测的假阳性率
99BDZ

*

+

+

'两种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同为阴性

的
.C,

份样本中#经人工镜检判断全部为阴性#即阴性符合率

为
9--Z

'

在
aR#9--

仪检出为白细胞的
**

份假阳性尿液样本中#

经人工镜检判断#其中
9.

份为上皮细胞#

D

份为细菌&由于上

皮细胞$主要是小圆上皮细胞%和细菌$大量堆积状态%的体积

大小,核物质含量与白细胞相似#仪器作荧光流式细胞分析时

难以将其区分#因此会影响白细胞的检测'

:X7#C8.

仪容易

将上皮细胞,破碎红细胞,大量堆积的细菌误认为白细胞#这在

一定程度上与刘莉*

D

+的研究结果相符'在两种方法同时检测

尿液红细胞为阳性的
9C8

份样本中#经人工镜检判断均为阳

性#即
aR#9--

仪和
:X7#C8.

仪共同检测样本白细胞为阳性

时#其结果假阳性率为
-Z

#明显小于单独用
aR#9--

仪检测的

假阳性率
9B,Z

*

9

+

'两种方法检测尿液白细胞同为阴性的
.9D

份样本中#经人工镜检均为阴性#即阴性符合率为
9--Z

'

综上所述#

aR#9--

仪和
:X7#C8.

仪在检测尿液中的红细

胞和白细胞的一致性较好#且与人工镜检的符合率高#尿液红

细胞检测的假阳性率!

aR#9--

(

:X7#C8.

#白细胞假阳性率

aR#9--[:X7#C8.

'由于尿液有形成分的测定受多种因素影

响#为了减少假阳性率#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人工镜检是必

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上述两种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液白细

胞同为阳性的标本#其检测尿液红细胞或白细胞同为阴性的标

本可不必人工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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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致

病菌并进行准确鉴定#同时指导合理用药#为临床诊断,治疗,

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本文的分析总结#微生物检验的质

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微生物检验应该强化以下内容*

*

+

'

FBEBD

!

从事微生物检验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学

历&热爱微生物检验工作&不断更新知识&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接

受有经验的微生物工作人员监督#进行日常的严格训练&工作

要相对恒定*

.

+

&还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尚的医德'

FBEBE

!

质量控制是微生物检验结果准确性,可靠性的有力保

证'通过参加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查#可进一步验证本室微生

物检验是否标准化,规范化#质量控制是否完善#只有开展全面

质量控制才能获得准确的实验结果$包括室内质控,室间质

评%'室内质控应做到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
.

个环节的质量

控制#这样才能使微生物实验室在
9

个标准化,规范化状态下

完成患者的每份标本'

FBEBF

!

积极参加室间质量评价'通过历年参加的微生物室室

间质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积极参加临床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

查#才能考察本室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发放已知菌株的检测来

判断本室检测能力'参加的微生物室室间质评收到回执后总

结分析成绩#了解本室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补救,改进措

施#还可确定本室持续改进的能力'这样才可以使微生物检验

水平更上
9

个台阶#更好满足临床需要'

总之#临床微生物检验在临床医疗活动中的作用日益突

显#对微生物检验要求越来越高'通过对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

查结果分析#认为只有把微生物检验质量保证工作贯彻于整个

实验过程中#才能为临床在治疗,诊断上提供可靠的微生物检

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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