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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盒质量进行初步评估!为试剂选用提供参考依据!以期寻求高质量

适合实验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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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确保临床输血安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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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批批检定+合格的试剂对阳性&弱阳性和阴性血清考核盘进行检

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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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厂家试剂在灵敏度&特异性&孔间变异系数&阴性及阳性符合率各指标有差异!质量有一定差距%不同厂家试剂有差

异!同一厂家不同批号的试剂也有差异%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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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国内血站用于筛查献血员血清学标志物最

主要的检测手段#对血站来说#选择高质量合格适合本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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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试剂是确保输血安全的关键因素(参照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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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品#试剂盒的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使临床输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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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
KZVL)

方法本

身的设计局限性#如只能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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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线性

范围窄$一个数量级&#存在 ,钩状-效应(因此#要提高对

SG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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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能力需要高质量$灵敏度高'特异性强'

重复性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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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效应而漏检#一年的漏检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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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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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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