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尽管目前一些试剂产品的操作规程未强调餐食的干扰#但

实验结果提示
]B2%K

测定仍以空腹标本为宜'另外#本研究

也表明#用
30425̂

&

和肝素锂抗凝血
]B2%K

测定结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D

%

*(*E

&#但草酸钾"氟化钠抗凝血测定结果与

前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可能是因为草酸

钾"氟化钠能使血细胞形态和体积发生改变所致#而
30425̂

&

和肝素锂对血细胞形态和体积影响较小#故建议
]B2%K

测定

用
30425̂

&

管或肝素锂管采集血液标本'

在临床工作中常会遇到血液样本不能及时处理检测的情

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

%

+a

条件下全血样本在小于
&M

#以

及
&)

(

)+M]B2%K

测定结果稳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在
%E

%

&+a

#标本放置
)+M

与小于
&M

测定结果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在
'$a

标本放置
&)M

测定结

果下降
E(*G

#

)+M

下降
,(%G

'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若标本不

能及时测定#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标本必须及时冷藏处理#否

则会严重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测定
]B2%K

是用的抗凝血的血细胞层#与直接应

用全血的测定方法比较#在某些程度上避免了贫血(红细胞增

多症等红细胞压积改变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E

+

#但本研究结果显

示#抗凝血标本静置
'M

与
&***A

"

Q;!

$离心半径
%&()KQ

&离

心
&

(

EQ;!

分离血细胞层测定
]B2%K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D

%

*(*E

&#但与离心
%Q;!

的分离标本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D

$

*(*E

&#可能是因为离心时间过短#红细胞间存在一定

的空间#而使等体积的细胞层实际血红蛋白浓度下降所致'在

实际临床工作中对分离标本的离心条件控制往往不太重视#本

研究结果提示测定
]B2%K

时分离血细胞离心时间不宜过短'

目前
]B2%K

测定方法涉及层析(电泳(免疫(生化比色分

析等方法学原理*

H5+

+

#方法学性能差异很大#给实际应用带来很

多困难'除此之外测定
]B2%K

时一些对测定有影响的因素#

特别是分析前影响因素不容忽视#要加强对实验室工作人员

]B2%K

检测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培训#增强质控意识#做好

]B2%K

检测的室内质控#建立检测的标准操作规程$

/[-

&文

件#操作者要严格按照规程要求#进行标本采集(运输(贮存和

标本前处理#这样才能保证
]B2%K

检测质量#为糖尿病的筛

查(诊断(血糖控制(疗效观察等提供准确(有效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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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血室间质评九年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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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九年来血液细胞分析仪新鲜全血室间质评数据!为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在实验室间的互认提供可行

性依据%方法
"

采用新鲜全血校准品对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校准!用新鲜全血质控品进行室间质量评价%结果
"

在新鲜血质控

品中红细胞&血红蛋白测定两项参数相对稳定!白细胞&血小板计数及血细胞比容测定偏倚较大!特别是血小板计数!由于其偏倚

允许范围达
&EG

!其结果失去了互认价值%结论
"

新鲜全血质控品各参数偏倚标准相差悬殊!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测定动态偏倚

相对稳定!在血液细胞分析仪经统一校准和比对后的检测结果进行互认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设备和供应#

"

血细胞计数#

"

质量控制#

"

评价研究#

"

血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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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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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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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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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新鲜血室间质评工

作近九年达
'*

余批次#通过每次室间质评前的血液细胞分析仪

的校准和比对#有效提高了不同实验室间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

参数的可比性#为实验室间的结果互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

此#将本院九年来参加新鲜血室间质评工作总结(回顾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仪器与试剂
"

/

O

"Q6U/35,***

血液细胞分析仪及配套

试剂'新鲜血校准物由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心提供#每次

两管#经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推荐的规范操作检测体系*

%

+定值

确认'新鲜血质控物#每次两个批号#由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

验中心提供'每次质控活动当天由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

心制备新鲜血校准物和新鲜血质控物下发各参控实验室#并于

&M

内完成校准和检测'新鲜血质控物采用剔除
i'<

后的加

权均值为靶值进行室间质量评价'

A(B

"

方法

A(B(A

"

仪器校准
"

参照文献*

&

+方法先用校准物
%

对仪器进

行白细胞$

>7_

&(红细胞$

.7_

&(血红蛋白$

]:7

&(血细胞比

容$

]K@

&(血小板计数$

-84

&(平均红细胞容积$

X_T

&等参数

的校准#再用校准物
&

进行比对'各参数相对偏差参见表
%

标

准判别*

'

+

#以小于或等于表
%

中数值为合格'计算公式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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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偏差
Gh

$均值
`

定值&"定值
F%**G

'

表
%

""

各参数相对偏差和偏倚允许范围

参数 相对偏差$

G

& 偏倚范围

>7_ %(E

靶值
i%EG

.7_ %(*

靶值
iHG

]:7 %(*

靶值
i$G

]K@ &(*

靶值
iHG

X_T %(*

靶值
i$G

-84 '(*

靶值
i&EG

A(B(B

"

质控品测定
"

仪器校准完毕后取上述新鲜血质控品充

分混匀后上机重复检测
'

次'打开新鲜血液细胞分析仪校准

比对系统$见图
%

&#点击打印报表按钮#系统自动取其
&

%

'

次

结果进行平均后报告'

图
%

""

血细胞分析仪新鲜血校准比对系统应用界面

B

"

结
""

果

&**&

%

&**,

年血液细胞分析仪新鲜血校准和比对验证后

对
%E

批
'*

个批号新鲜全血质控品检测结果的偏倚值见表
&

'

新鲜血质控品中
>7_

(

-84

以及
]K@

等项目的测定偏倚相对

较大$图
&

&#特别是
-84

和
>7_

#由于其偏倚允许范围$

%EG

%

&EG

&设置过大#虽然其能力比对检验$

-4

&

*

'

+得分达
%**

分#但从室间质评的动态偏倚来看其结果的互认基础受到质

疑'

表
&

""

&**&

%

&**,

年新鲜全血质控品检测

"""

结果偏倚值比较

质控序号 质控品批号
>7_ .7_ ]:7 ]K@ -84

% ĉ *&*% %̀($E *(** *(,' *('% '(*$

& ĉ *&*& &(&$ *(** %($&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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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 *(** %̀(** )('' %(E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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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鲜全血质控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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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偏倚值比较

质控序号 质控品批号
>7_ .7_ ]:7 ]K@ -84

%' ĉ *E*&*% )(** *̀(++ *(** %̀(E' &(+*

%) ĉ *E*&*& &(*) %̀(%+ *(** È(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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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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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E %̀(%$ *(&H %̀(%) %(E)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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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鲜全血质控品检测结果偏倚趋势

C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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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血液细胞分析仪是临床实验室最常用的检测分析仪器之

一#由于各厂家生产的仪器计数原理以及所采用的质控品不

同#致使各品牌仪器按各自要求进行校准后的检测结果不具可

比性#使实验室间检测结果的互认难以开展'自新鲜抗凝全血

作为血液细胞分析仪校准品和质控品进行室间质评*

)5+

+工作以

来#同一地区不同实验室间检测的血细胞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得

到了认可'这是由于各参控实验室在每次室间质评前均对血

液细胞分析仪进行了校准#且由本地区临床检验中心提供卫生

部临床检验中心推荐的规范操作检测体系*

%

+定值的新鲜抗凝

全血作为血液细胞分析仪的校准品'因此#此项工作对推进实

验室间检测结果的互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参加浙江省温州市临床检验中心九年
%E

次
'*

个批

号新鲜血室间质评工作可以看出#新鲜血质控品各参数在室间

质评中由于其偏倚允许范围不同#

.7_

和
]:7

两个项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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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变异度相对于
>7_

(

-84

以及
]K@

等项目为小#其动

态偏倚相对比较稳定#在血液细胞分析仪经统一校准和比对后

的检测结果进行互认是可行的'而
-84

和
>7_

#由于其偏倚

的允许范围$

%EG

%

&EG

&设置过大#且室间质评的实际偏倚也

证实其稳定性欠佳'因此#建议对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参数的

互认暂时不予考虑
>7_

(

-84

以及
]K@

测定结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校准品采用新鲜全血制备#其定值后

的结果稳定性随校准时间推移而降低'因此#各参控实验室在

收到校准品后对仪器的及时校准尤其重要'作者采用
3UK?C

操作平台创建的血液细胞分析仪新鲜全血细胞比对校准质控

系统*

&

+

#可有效提高校准品检测结果的统计运算速度#简化仪

器校准过程#缩短仪器校准时间'同时#利用
=J?A

O

在
3UK?C

平台建立与
89/

数据链接#实现了与校准品检测数据的实时动

态刷新#确保了校准数据的安全和准确#有效提高了新鲜全血

校准品比对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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