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靠拢#具体方法是在参数设定过程中!利用线性回归方程
!

]23i9

!在实验仪器测定参数处设定
9

值和
2

值!可获得一

致的结果#

表
%

!!

检测结果的相关系数及方程

项目 回归方程
8

值

T

i

!]#'&(03i#'$$( #'(&%

F9

i

!]#'(&$3i#'!0. #'(&"

I3

e

!]#'(!$3i%').0 #'(..

I9

0i

!]#'&$!3i#'%%! #'(&.

1?K !]"'0#(3e0')%# #'((&

DSB !]0')."3i0&'")# #'(&$

IT !]#'(#03e$'&&) #'((#

&

!

讨
!!

论

强生干化学分析仪无需水源和污水排放系统!真正实现零

污染!所有废料都包含在已用过的测试干片上#强生
H/%!#

采

用光的透射和反射原理来进行测定与传统生化分析仪相比有

灵活"快速的特点#在本实验室强生
H/%!#

上验证的
.

个生化

检测项目高"低两个浓度的精密度均能达到厂商提供的精密度

的要求!并且验证的
DS

均小于美国
ID>1̂&&

对检验分析质量

要求的总容许误差!说明本实验室使用强生
H/%!#

干化学仪

测定该
.

个生化项目具有优秀的稳定性"可重复性#准确度小

于可容许误差是校准验证的通用要求!使用强生
H/%!#

测定

的
"#

个项目准确度均能达到要求!说明检测系统的测定具有

优秀的准确性#线性化是反映实验方法性能特征的重要指标!

是保证临床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砝码#在对临床诊治工作

有价值的可报告范围内!要求样本含量与测定信号)如吸光度"

峰值等*呈线性!才能保证检测结果不会与真值有较大的偏差!

从而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检测范围验证结果表明!在厂

商提供的范围中!检测系统对验证的
.

个项目有良好的线性!

说明检测系统的测定结果可靠!可以满足临床患者标本的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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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使用与排障"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评估与结果对比

姚立腾"叶秀娟

!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
1=aXMFKJ1/&#

型与迈瑞
=I/!%##

型两台血细胞分析仪性能之间的差别'方法
!

用
>I?B

公布的血

细胞分析仪评价方案对仪器的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可比性$总重复性$白细胞分类等指标进行评价和对比'结果
!

两

台仪器精密度$线性范围$总重复性良好"两者结果密切相关"血小板结果偏差可通过回归方程校正一致'结论
!

两台血细胞分析

仪基本满足临床需求"定期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实验"对提高临床检验质量和工作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对比研究(

!

血细胞分析仪(

!

评估(

!

一致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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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

!

0#""

#

"(/00!!/#%

!!

血细胞分析仪是现代临床实验室最常用的仪器!一些大中

型医院的检验科同时拥有几台仪器应用于临床检验!不同的血

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为此应对不同的仪器要进

行性能评估与结果对比!以实现不同仪器检测结果具有可比

性!打好检验结果互认基础#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用含有
MSK1/T

0

抗凝剂的一次性负压采血

装置!顺利采集临床新鲜静脉血#

$'%

!

仪器与试剂
!

BLJ>=1 1=aXMFKJ1/&#

型血细胞分

析仪为法国
1=a

生产)以下简称
1=a

*!

=I/!%##

型血细胞分

析仪为深圳迈瑞公司生产)以下简称
=I

*!两台仪器均用各自

配套试剂和全血校准品.全血质控品为
1=a

公司生产!批号$

Xa#""

.

LD\EXZ?Ia0"

显微镜为日本产.瑞氏染液及手工

测定试剂均按文献'

"

(配制#

$'&

!

方法

$'&'$

!

血细胞仪器计数
!

由厂家工程师对各自血细胞分析仪

用配套校准品校准!血细胞计数严格按照仪器使用说明进行!

用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I?B

*公布的血细胞分析仪评价

方案对仪器的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可比性"总重复

性"白细胞分类等指标进行评价和对比'

0

(

#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使用计算机统计软件
?X??

".'#

处理#

%

!

结
!!

果

%'$

!

精密度试验
!

将高"中"低值新鲜全血标本各
"

份在两台

仪器上分别重复测定
0#

次!

0@

内完成!

=̀I

"

J=I

"

B[=

"

BIK

"

XDK

的变异系数)

DS

*在
#'&"

"

0'&#

之间!表明两台仪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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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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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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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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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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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精密度良好!见表
"

#

%'%

!

携带污染率
!

?2+4P

O

@:4-

法将高值全血标本连续测定
%

次!结果依次为
B"

"

B0

"

B%

!接着连续测定低值全血标本
%

次!结果依次为
D"

"

D0

"

D%

!携带污染率)

ILc

*

]

)

D"eD%

*%

)

B%eD%

*

h"##c

'

%

(

!两机各参数
ILc

率均小于
"c

!结果见

表
0

#

%'&

!

线性范围
!

将高值
=̀I

"

J=I

"

XDK

新鲜全血标本各
"

份!用稀释液制成
"##c

"

&#c

"

)#c

"

$#c

"

0#c

"

"#c

"

!c

"

0'!c

的悬液!然后分别在两台仪器上测定!每个稀释度分别测

定
0

次!取平均值!与各稀释度理论值进行相关分析#

1=a

结

果!

=̀I

$

8]#'(((

'范围)

#')0

"

%#')"

*

h"#

(

%

D

(!

J=I

$

8]

#'(((

'范围)

#'"&e.'#"

*

h"#

"0

%

D

(!

B[=

$

8]"

)范围
$

"

"()

O

%

D

*!

BIK

$

8]"

)范围
0'%c

"

)"'0c

*!

XDK

$

8]#'(((

'范围

)

0$e)0%

*

h"#

(

%

D

(.

=I

结果!

=̀I

$

8]#'(((

'范围)

#')%e

%"'""

*

h"#

(

%

D

(!

J=I

$

8]#'((&

'范围)

#'"&e)'&)

*

h

"#

"0

%

D

(!

B[=

$

8]#'(((

)范围
$

"

"(.

O

%

D

*!

BIK

$

8]#'(((

)范围
0'$c

"

)"'.c

*!

XDK

$

8]#'((%

'范围)

0)e)!0

*

h

"#

(

%

D

(!测定结果与理论值相关系统均大于
#'((

!且线性范

围宽#

%'F

!

可比性
!

每天取高"中"低值新鲜全血标本共
&

份!分别

在两台仪器上按
"

号到
&

号测定!再按
&

号到
"

号测定!

0@

内

完成!取两次结果平均值!共连续测定
!5

#以
1=a

结果为自

变量!

=I

结果为因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和配对样本
9

检验!计

算回归方程#见表
%

#

表
"

!!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精密度测定结果比较

项目
1=a

Of= DS

)

c

*

=I

Of= DS

)

c

*

=̀I

)

h"#

(

%

D

*

%'0!f#'#% #'(0 %'0"f#'#$ "'0!

=̀I

)

h"#

(

%

D

*

.'!!f#'#& "'#) .')0f#'#. #'(0

=̀I

)

h"#

(

%

D

*

"&'$0f#'"& #'(& "&'0.f#'0# "'"#

J=I

)

h"#

"0

%

D

*

!'0)f#'#. "'%% !'%!f#'#& "'!#

J=I

)

h"#

"0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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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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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

D

*

0'$&f#'#0 #'&" 0'$)f#'#% "'00

B[=

)

O

%

D

*

")&'!$f"'.! "'#$ ").'($f0'#! "'00

B[=

)

O

%

D

*

"%('0.f"'0% #'&( "%('."f"'"! #'&%

B[=

)

O

%

D

*

)%'"0f#'!& #'(0 )%'%!f#')% "'##

BIK

)

c

*

$&'($f#'&) "'.) $('00f#'(% "'&(

BIK

)

c

*

$"'0%f#'). "')% $#'&)f#')" "'!#

BIK

)

c

*

"&'(%f#'%% "'.! "&'(&f#'%" "')$

XDK

)

h"#

(

%

D

*

$&!'%.f&'#% "')) $(.'&&f"#'$$ 0'"#

XDK

)

h"#

(

%

D

*

0$0'&.f$'") "'.0 0!0'!"f$'0% "')&

XDK

)

h"#

(

%

D

*

.#'&)f"'.% 0'$! .$'..f0'#" 0')(

从表
%

可以看出两台机器结果相关性良好!

=̀I

"

J=I

"

B[=

"

BIK

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两机

XDK

结果虽然相关性良好!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不能被临床接受!可根据直线回归方程
!]"'"#!3i$'&"$

进

行校正#

%'G

!

总重复性
!

取新鲜血液高"低值标本各
!

份!中值标本

"#

份!按序分别在两机上重复测定结果!再于
0

"

$@

按上述方

法测定!按测定值计算
=̀I

"

J=I

"

B[=

"

BIK

"

XDK

的总重复

性)

DSc

*#

1=a

结 果!

=̀I 0'.!c

"

J=I %'..c

"

B2

0'%)c

"

BIK$'0!c

"

XDK$'$!c

.

=I

结果!

=̀I%'$"c

"

J=I%'&)c

"

B[=0'00c

"

BIK$'"0c

"

XDK$'.!c

!各参数

总重复性良好!

DSc

均小于
!c

#

%'L

!

=̀I

分类计数
!

每天随机抽取新鲜血液标本
"#

份!分

别在两机上测定!同时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在每份标本血片体尾

部计数
"##

个
=̀I

分类后!与两机测定结果作相关性分析!

两机测定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结果与手工法具有

较好的相关性!单核细胞"嗜碱粒细胞相关性稍差#见表
$

#

表
0

!!

两台仪器携带污染率结果比较

类别

=̀I

)

h"#

(

%

D

*

1=a =I

J=I

)

h"#

"0

%

D

*

1=a =I

B[=

)

O

%

D

*

1=a =I

BIK

)

c

*

1=a =I

XDK

)

h"#

(

%

D

*

1=a =I

B" "('( 0"'# .')( .')0 00# 0"$ #')$ #')% $0( $%(

B0 "('% 0#'# .'$! .'!( 00# 0") #')% #')% $%$ $%"

B% "('% 0"'" .'!0 .')$ 0"( 0") #')$ #')$ $$# $$"

D" 0') 0') "'#! "'#( %" %" #'"" #'"" !& )0

D0 0') 0') "'#% "'#( %" %# #'"" #'"# !( )#

D% 0') 0'! "'#0 "'#( %" %# #'"" #'"" !! !(

ILc # #'!$ #'$. # # #'!$ # # #'.& #'.(

表
%

!!

两台仪器对比试验结果比较

项目 斜率)

#

* 截距)

Q

*

8

值
F

值

`=I

)

h"#

(

%

D

*

#'(.. #'#&$ #'((& #'!$%

J=I

)

h"#

"0

%

D

*

#'(&! #'#!0 #'((( #'0$&

B2 #'((! #')(0 "'### #'!!%

BIK

)

c

*

#'((% #'"0% #'(($ #'%.!

XDK

)

h"#

(

%

D

*

"'"#! $'&"$ #'(($ #'##0

表
$

!!

两台仪器与手工法
=̀I

分类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1=a

斜率)

#

*截位)

Q

*

8

值

=I

斜率)

#

*截位)

Q

*

8

值

中性粒细胞
#'(%) %'0"& #'(&# #'(!" $'#!% #'(("

淋巴细胞
"'#"0 "'%!! #'(&( #'((. "'"#) #'(.)

单核细胞
#'(() e"'#0" #'.!% #'(.& e#'("$ #'.0#

嗜酸性粒细胞
"'#)! "'#"( #'(#$ #'($0 "'%0) #'&(.

嗜碱性粒细胞
#'$0. e#'%$0 #'!() #')0. e#'$$) #'!0"

&

!

讨
!!

论

1=a

与
=I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分析原理基本相同!都采用

了
HI?

)体积"电导"光散射法*根据各类细胞的不同的物理特

点进行综合的检测分析并将它们区别分类'

%

(

#但不同的仪器

之间!由于系统参数的不一致!常常导致检验结果的不一致!这

种不同仪器之间所存在的偏差!常被人们所忽略!从而给临床

带来不确定因素#从本组实验来看!两台仪器各主要参数的精

密度和线性范围良好"携带污染率低"总重复性在美国
ID>1̂

&&

能力验证的质量要求内'

$

(

#线性范围宽!证明两台仪器性

能良好!两者
XDK

计数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两机结果又密

切相关)

8

'

#'((#

*!可通过直线回归方程校正偏差!或调整仪

器相关因子可以使结果达到一致#同时两台仪器
=̀I

分类

计数检测表明!单核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结果与手工法相关性

稍差!可能与这两种细胞在血片中分布不匀或频率低!以及分

析的检测手段不够完善有关!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种血

细胞分析仪可以取代人工染色镜检!其只能作为一种过筛工

具'

!

(

#因此!血细胞分析仪在白细胞分类计数方面!应根据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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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报警信息和散点图的提示!用显微镜复检补充!有学者在论

述血片复查标准时建议!每个实验室应自行规定复检条件'

)

(

#

总的来说!

1=a

"

=I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精密度"相关性"线性良

好!携带污染率少!通过回归方程校正可消除两者之间偏差!基

本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

当同一实验室存在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时!要保证相同

标本同一项目结果的一致性!就很有必要进行性能评估和结果

对比!对预期偏差较大的项目进行校正和调整!以保证同一实

验室结果的可比性!为临床提供准确和稳定的实验室结果#定

期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实验是保证其检测结果准确

性的重要手段!正确评价和合理使用血细胞分析仪!对提高临

床检验质量和工作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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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常见故障及处理

王佑清"喻
!

飞"王生忠"周本霞"周玉枝"吴
!

雪"刘
!

蓓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介绍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报警现象及处理方法'方法
!

将仪器出现的
)

种

故障报警信息进行总结"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结果
!

根据不同的故障报警现象及原因进行处理"报警及故障排除'结论
!

做好

仪器的日常保养及维护"同时掌握一些排除仪器故障的方法"使仪器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和性能"显得非常重要'

关键词!设备失效(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参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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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

!

0#""

#

"(/00!./#0

!!

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日立公司专为中国用户开

发的小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触摸屏窗式界面!全中文操

作!具有操作简便灵活!结果准确可靠等优点'

"

(

!能够基本满足

县级医院的生化检验需求!为临床医师提供可靠的诊断数据#

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该科已使用
$

年!现就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和处理方法!介绍如下#

$

!

废液真空瓶堵塞

$'$

!

现象
!

分析仪在检测过程中!突然连续出现+杯空白异常

IMDD

-,报警讯号并停机!检查发现反应盘上面有许多水溢出!

考虑为废液回流不畅致管路堵塞'

0

(

!打开清洗机构和仪器左侧

板!废液管道畅通!而在废液真空瓶入口处及内壁有大量的蓝

色蛋白沉积物将瓶口堵死!导致吸废液时无负压吸出#

$'%

!

原因
!

由于废液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如果不及时清洗!日

积月累会堵塞管道和废液真空瓶!日常工作应按月进行彻底清

洗!可避免此类故障#

$'&

!

处理
!

松开固定真空瓶的螺丝!拔下真空瓶口处上部的

废液管!用注射器将
&$

消毒液从瓶口处注入)沿四周不同方向

注射*!可看到沉淀物逐渐减少!瓶口堵塞清除后!用
"#c

次氯

酸钠溶液在机械检查程序驱动下由清洗嘴吸入!进行管道和真

空瓶的彻底清洗!然后再用蒸溜水清洗
0

"

%

次!故障排除#

%

!

恒温反应糟老化和
B>KMJ[MFK

洗特净量加入不足

%'$

!

现象
!

报警名称为+杯空白
?'

停,并停机!打开分析仪上

面护罩!取下清洗机构和反应盘!看到反应糟内壁和反应杯外

壁有许多小汽泡黏附'

%

(

#

%'%

!

原因
!

反应糟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磨损"老化现

象!导致反应糟内壁不光滑!产生汽泡!这种浓缩清洗可
%

个月

"

次)平时用
%c

"

!c

浓度*#另外!恒温反应糟中加入
B>K/

MJ[MFK

洗特净的目的是抑制细菌生长!消除水流动时产生

的汽泡!保持
A

B

稳定!当
B>KMJ[MFK

洗特净量不足时!水

流动就会产生汽泡!附着在反应杯外壁上!当遇到此情况时!再

手工加入
#'!8DB>KMJ[MFK

洗特净!就可消除此报警'

$

(

#

%'&

!

处理
!

将反应糟内的水排干!

"

月纱布块浸上
B>KMJ/

[MFK

洗特净原液!将反应糟内壁反复擦洗)使用一次性手套!

B>KMJ[MFK

洗特净具有强腐蚀性*!再用蒸溜水擦洗
%

"

$

次!用量筒向反应糟中加入蒸溜水
!##8D

!再加入
#'!8D

B>KMJ[MFK

洗特净!重新运行!报警消除#

&

!

SE1

吸光度值超限

&'$

!

现象
!

开机后做吸光度检测发现
%$#-8

处
SE1

吸光

度值达
0$###

)正常为小于
")###

*警报+吸光度超限
1=?

-,并

停机!灯泡和反应杯都是新更换不久!在使用时间内!进行反应

槽清洗!

SE1

值下降很少!考虑光路污染问题'

!

(

#

&'%

!

原因
!

实验室工作人员一般只注意外部光路清洁!当仪

器使用一定年限后!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吸附灰尘!导致光路内

部不清洁!当其他致
SE1

值居高不下的原因排除后'

)

(

!应考

虑此现象#

&'&

!

处理
!

将反应盘取下!拿掉滤光片外的固定弹簧!再轻轻

取出滤光片!然后用六轮扳手拧松固定凸镜的螺丝!取下的凸

镜和滤光片用
(!c

的乙醇两面擦洗至光亮透彻无污点!自然

干燥!按照拆御时的逆顺序小心安装!谨防镜片脱落)安装时只

能拿镜片边缘!切不可用手捏拿镜片中间产生印迹*!开机检测

SE1

吸光度值降到
"$###

时!故障清除)注$使用特别熟练的

人员才能进行此项处理*#

F

!

搅拌棒污染

F'$

!

现象
!

检验结果打印条出现很多+

D>F'&

,和+

D>EKL

,提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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