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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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个质控值的
DS

与第
$

个质控值
DS

关系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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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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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法,来源于格拉布斯)

[7P22,

*检验法!该方法在统

计学中常用于正态样本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

(

#异常值)或异

常观测值*是指样本中的个别值!其数值明显偏离它)或它们*

所属样本的其余观测值#

[7P22,

检验的样本数据不可少于
)

个!否则可能会增加异常值的误判#通过事先给定的概率来判

断是否存在异常值!剔除其中的+异常值,#即刻法按下述公式

计算
?>

上限和下限$

?>

上限
]

)

a89Yea

*%

?

.

?>

下限
]

)

ae

a8+-

*%

?

#当
?>

上限和
?>

下限均小于
F0?

时!表示处于
LT

状态!可以继续往下测定.当
?>

上限或
?>

下限处于
F0?

和

F%?

之间时!即处于+告警,状态.当
?>

上限或
?>

下限大于

F%?

时!即为+失控,!处于+告警,状态和+失控,状态时需要剔

除异常值!然后再进行检测#

&'%

!

作为一种即时质控的方法!优点在于从第
%

次开始就可

以进行质控!但缺点也很突出!其主要缺点如下#

&'%'$

!

结果的判定
!

查阅以前发表的文献!+即刻法,对异常

值的判断常用两种方法)剔除末次测定值法和剔除最大偏离值

法'

!

(

*#本组更倾向于后者剔除最大偏离值法#因为+即刻法,

是从当天以前)含当天*的所有测定值中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每增加一个新的数值!就会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合!在这个新集

合中同一个数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以往的正常值在新集合

中也可能表现为异常值#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可能即时异常值

和迟后异常值'

)

(

#

&'%'%

!

前
%

个质控数据对结果的影响)即刻法*从第
%

次检验

就可以对结果进行控制!在统计学中样本量太少时容易出现抽

样误差!这种误差的产生又直接关系后面的检测结果!因而不

可避免地对后面的结果判断产生影响#按照国家标准!酶免法

的反应板内
DS

-

"!c

!而常规
>bI

的
DS

可以达到
%#c

左

右#前
%

个质控值的
DS

值与第
$

个在控数据允许
DS

值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前
%

个质控值的
DS

值越小!第
$

个在控数据

允许
DS

值也越小.反之前
%

个质控值的
DS

值越大!第
$

个在

控数据允许
DS

值也越大#当前
%

个质控值的
DS

值小于
!c

时!第
$

个在控数据允许
DS

值范围超过
")c

就提示出控.而

当前
%

个质控值的
DS

值大
"!c

时!第
$

个在控数据允许
DS

值范围已经达到
$#c

以上!远远超过常规
>bI

允许的
DS

值!

从而失去了质控的意义'

.

(

#

&'&

!

+即刻法,作为一种即时检验的质控方法!第
%

个值即可

以进行质量控制!这样前
%

个值的准确度就显得相当重要#而

[7P22,

检验要求的样本数据不可少于
)

个!只有
%

个值就增

加了偏差的可能性#而且迟后异常值的现象也提示了+即刻

法,的缺陷!出现了迟后异常值!而该值在当时表现为再控!现

在表现为失控!当天结果已正常发出#这样+即刻法,质控就出

现了明显的漏洞#通过本组改良的方法!提高了前
%

个值的准

确度!减少了前
%

个值出现最大离群值的可能性!同时增加了

DS

控制!减少了迟后异常值的出现!使得+即刻法,质控更符

合临床实验室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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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与标规"

无偿献血者献血前
1=L

血型实验的质量控制

王
!

林"张国平

!河南省焦作市中心血站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献血者献血前
1=L

血型实验的质量控制措施"以进一步减少初定
1=L

血型错误现象的发生'方法
!

无偿献血者献血前"在街头流动采血车上用纸板法进行
1=L

正定型(献血后在检验科使用微板法进行
1=L

血型正定型和反定

型"必要时"使用其他血型鉴定技术'结果
!

0##.

"

0##(

年"献血前检测
1=L

血型
.#!"%

例中"经检验科鉴定共发现
&)

例血型

错误"占
#'"0c

"环境因素$亚型或弱抗原$人为因素是出现血型错误的主要原因(通过采取质量控制措施"

0#"#

年
"

"

"0

月"在初

定
1=L

血型
0)!%)

例中"出现错误
!

例"占
#'#0c

'结论
!

应加强献血前血型实验的质量控制工作"提高初定血型工作质量(检

验科应同时进行
1=L

血型正定型和反定型"确保血型结果准确无误'

关键词!供血者(

!

1=L

血型(

!

质量控制

!"#

$

"#'%()(

%

*

'+,,-'").%/$"%#'0#""'"('#%)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

!

0#""

#

"(/00$%/#0

!!

确保献血者血型鉴定结果准确无误!是保证临床输血安全

有效的重要前提'

"

(

#随着无偿献血广泛深入的开展!流动采血

车街头采血成为各地血站保障血液供应的主要方式'

0

(

#由于

受室外工作环境"温度"检测方法等因素的影响!献血前初定

1=L

血型错误时有发生#现对该站流动采血车上出现的初定

血型错误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采取相应纠正预防措施!对献血

前鉴定
1=L

血型实验进行质量控制!取得了满意效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
"

日至
0##(

年
"0

月
%"

日!无偿

&

%$0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0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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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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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共
.#!"%

例#

0#"#

年
"

"

"0

月的无偿献血者共

0)!%)

例#

$'%

!

仪器
!

?K1J

全自动加样仪)瑞士
B98+3:4-

公司*!

BK%

扫描酶标仪)奥地利
1-:@4,

公司*!

K'?

温控孵育振荡器)奥地

利
1-:@4,

公司*!

D1=LVZ[M$##

平板离心机)美国
=<NR89-

公司*.

()

孔硬质
Z

形微板)丹麦
FP-N

公司*.

1P,392

实验室

管理软件)北京
1P,2+4

公司*#

$'&

!

试剂
!

抗
/1

"抗
/=

单克隆标准血清)长春生物制品研究

所博德公司提供*.

1=L

试剂红细胞)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F

!

方法
!

无偿献血者献血前!在街头流动采血车上用纸板

法进行
1=L

正定型.献血后在检验科使用微板法进行
1=L

血型正定型和反定型!必要时!使用其他血型鉴定技术#)

"

*流

动采血车上
1=L

血型鉴定$采集献血者无名指指血!使用纸

板法进行正定型!不做反定型'

%

(

#)

0

*微板法
1=L

正定型$使

用
?K1J

加样!取
%

块微板!

"

块为稀释板!另
0

块为实验板#

在稀释板上加
0##

&

D

生理盐水
i"#

&

D

压积红细胞!混匀!取

"##

&

D

加注
0

孔于实验板微孔中!每孔
!#

&

D

!在
0

孔标本中

分别加入抗
/1

"抗
/=

各
0!

&

D

#)

%

*微板法
1=L

反定型$每份

血浆标本加注
0

孔于实验板中!每孔
!#

&

D

!在
0

孔标本中分

别加入
%c

"

!c 1

型红细胞及
=

型红细胞悬液各
0!

&

D

#

)

$

*微板法结果判读$实验微板加完样品及试剂后!孵育

)

%#g

"振幅
"

"振频
"###7

%

8+-

*

08+-

!离心)平板离心机
"

0##

%

8+-

*

08+-

!悬浮)

%#g

"振幅
"

"振频
"###7

%

8+-

*

08+-

!

静置
"8+-

后!置
BK%

酶标仪扫描判读)

)0#-8

*结果#

T6

值

大于或等于
#')##

为凝集!

T6

值小于或等于
#'%!#

为不凝集!

#'%!#

&

T6

&

#')##

为可疑#)

!

*

1=L

正"反定型不符"结果可

疑等!使用试管法重新实验!必要时!应用吸收放散实验进行血

型鉴定'

$

(

#

%

!

结
!!

果

%'$

!

.#!"%

例献血者献血前检测
1=L

血型中!经检验科使用

微板法及其他血型检测技术鉴定共发现
&)

例血型错误!占

#'"0c

#见表
"

#

表
"

!!

献血者献血前
1=L

血型错误统计分析

初定血型)错误*

复检后血型及例数)

$

*

1 = L 1=

1 e ( ) %0

= $ e ) )

L ) "# e 0

1= 0 % e e

!!

e

$表示无数据#

%'%

!

通过采取质量控制措施!

0#"#

年
"

"

"0

月!

0)!%)

例在

初定
1=L

血型中!出现错误仅
!

例!占
#'#0c

#

&

!

讨
!!

论

献血者献血前在流动采血车上使用纸板法检测献血者血

型!操作方法虽然不复杂!责任却非常重大#在初定
1=L

血型

的
.#!"%

例中出现错误
&)

例#分析原因如下$)

"

*环境因素#

采血车上难以有效控制环境温度!冬天室温过低!常因冷凝集

素造成假凝集.夏天温度过高!血液容易干涸!结果不易观察#

)

0

*抗原"抗体比例不适当#标准血清与血液的比例不适当!造

成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

%

*反应时间过短#采血车空间相对

狭小!人员较为集中!如果检测等待时间过长!献血者可能有急

躁情绪!因此在很短时间内报告结果!造成错误#)

$

*人为因

素#贴错标签!填错血型!张冠李戴!计算机信息录入错误!抗
/

1

"抗
/=

血清交叉污染!精力不集中!没有认真核对结果等因素

也是重要原因#)

!

*试剂问题#标准血清存放不当!效价降低!

造成血型鉴定错误'

!

(

#)

)

*亚型或弱抗原#亚型抗原性较弱!

纸片法难以观察到凝集现象或仅能观察到细沙状凝集!且初检

时只做正定型而不做反定型!容易漏检弱抗原#从表
"

可以看

出!

1

型转
1=

型占了将近一半!主要是
=

抗原的抗原性相对

较弱所致#)

.

*初学者经验不足!操作不当!判定错误#

虽然献血前血型错误!经微板法正"反定型和亚型鉴定后

均得以纠正!没有对临床输血造成重大影响#但血型鉴定错误

造成血型标签和试剂浪费"增加采血工作成本"加重实验室工

作量!而且可能引起献血者认知上的错误印象!影响无偿献血

工作的开展'

)

(

#基于以上分析!对采血前初定血型工作!采取

了以下质量控制措施$)

"

*制订/献血前
1=L

血型鉴定标准操

作规程0!并严格执行#)

0

*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

1=L

血型系统的特性"抗原的生化性质"血型鉴定的原理"结

果观察的注意事项"实验的影响因素等#)

%

*改善采血车工作

条件!配备冷暖空调!保持车内温度相对稳定'

.

(

#)

$

*掌握好试

剂与红细胞比例!试剂使用后及时放入冰箱!妥善保存标准血

清!正确使用#)

!

*采血车上献血者较多时!耐心做好思想工

作!安抚献血者情绪!不能缩短实验时间!做到忙而不乱'

&

(

#

)

)

*认真核查实验结果!特别是对不凝集的一侧要仔细观察是

否有弱凝集现象.结果可疑时!重新采样鉴定血型!以进一步减

少初定血型错误#

通过采取以上质量控制措施!献血前初定血型错误现象明

显得到改善#

0#"#

年
"

"

"0

月!在初定
1=L

血型的
0)!%)

例

中!出现错误
!

例!占
#'#0c

#

另外!血站检验科在血型鉴定工作中!同时进行
1=L

血型

正定型和反定型是非常重要的'

(

(

#一些抗原性较弱的亚型抗

原!正定型结果往往不明显!通过反定型检测抗体!能够得到许

多有益的提示'

"#

(

#同时!正"反定型结果可以相互对照!可显

著降低出现错误的概率!是保证血液安全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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