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血型仪$深圳爱康%&

Z].,+73

型振动器$江苏姜堰康健医

疗用品厂%(

>8

孔梯形微孔反应板和
>8

孔红细胞稀释用板

$深圳爱康%#

/BJCDA.,,,

血站检验管理系统$唐山现代%#抗
#

*

'抗
#7

单克隆抗血清$长春博德公司%#

*

'

7

型试剂红细胞$上

海血液生物医药公司%#

)G

$

3

%试剂$上海血液生物医药公司%(

F=H

#

方法
#

将
*7W

标准血清用生理盐水作
6

倍稀释#抗
#3

血清视其滴度用生理盐水作
6

%

+,

倍稀释#试剂红细胞浓度为

-V

#将标本装入
'DCCJB([̂ W

对条码进行扫描'读取(为避

免红细胞污染血清$浆%#先做反定型试验#后做正定型试验和

)G

$

3

%血型鉴定(待仪器加好标本和试剂后#立即将微孔板移

至振动器上振动
+52

#使试剂和标本充分混匀#室温静置约
+G

$阴性孔红细胞清晰沉至孔底%后#用数字血型仪读板#将结果

传输到
/BJCDA.,,,

血站检验管理系统(

G

#

结
##

果

共筛查
.,6,.

份标本#正'反定型结果不一致者
65

例

)

,=-8V

$

65

"

.,6,.

%*#将正'反定型不一致的标本用手工试管

法进行鉴定#发现
)G

$

3

%阴性
5-

例)

,=.5V

$

5-

"

.,6,.

%*#经

本科血型室鉴定
)G

$

3

%结果完全相符(发现
*7W

初筛血型

错误
-8

例(

*7W

血型分布特征为
W

型
Y886

例$

$+=Y8V

%'

7

型
58+-

例$

.6=++V

%'

*

型
5+6+

例$

.$=>YV

%'

*7

型
+.5+

例$

8=,$V

%(

H

#

讨
##

论

全自动血型鉴定系统具有全自动控制'灵敏度高'自动判

读的特点#可以减轻检验人员的负担#特别适合在大量标本的

情况下#能高效地完成检测工作#在实验室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全自动血型鉴定系统可以保存原始记录#满足了1血站

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2的要求#出现差错时可以追溯#实现了数

据管理的标准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为实验责任倒查和医疗举

证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技术支持)

6

*

(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数字

血型仪在判读中经常出现与献血者血型不符的情况#经眼睛观

察#为血型仪判读出错#用手工试管法检验可修正结果(出现

血型不符的原因有!$

+

%加样不准确&$

.

%微板太脏&$

-

%放置时

间过久#影响结果判断&$

$

%血球与血浆比例不合&$

5

%仪器判断

不准(血型鉴定对标本有严格要求#如采集献血者标本时没有

充分抗凝血浆中含有小凝块#或标本被细菌污染等#都会导致

假阳性(抗凝剂以
[3%*

为最佳#它不但抗凝效率高#还可以

预防补体的激活和红细胞溶血(血型仪判读出现和献血者血

型不符的情况#很多文献都有报道)

Y#+,

*

(机器因为各种情况可

能造成抗原抗体反应减弱#甚至出现假阳性的情况(因此#出

现血型不符时一定要用手工试管法来重新鉴定(

与手工试管法相比#采用全自动血型鉴定系统鉴定血型可

以降低检验人员的工作强度'试验成本'主观判读错误的发生

率#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是更易发现盐水不规则抗体)

++

*

(为

了保证血型鉴定的准确#除了加样程序设计要合理#还要对试

剂进行优化)

+.

*

(在判读时要将仪器结果与手工试管法结果相

结合#双人互核#正'反定型相符才发报告(此外#严格的工作

制度'质量控制及监督程序尤其重要)

+-

*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

型错误给受血者带来的危害#保证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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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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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

#

.-

$

Y

%!

8.-#8.$=

)

8

* 谭庆芬#罗志
=

无偿献血者
*7W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分析)

]

*

=

中国

输血杂志#

.,,>

#

..

$

8

%!

$-8#$-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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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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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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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赖科#杨丽媛#秦建芳
=

全自动血型仪在血型检测中的应用)

]

*

=

临

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

.,,>

#

..

$

$

%!

.,6#.,Y=

)

++

*周国平#周?#向东#等
=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应用于献血者血型筛

查)

]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5

%!

->5#->Y=

)

+.

*杨青成#侯治兵
=

加样器联合数字血型仪全自动检测血型的探讨

)

]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

#

++

$

+

%!

6+#6.=

)

+-

*陈才生
=*7W

#

)G

$

3

%血型分布及质量分析)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66#6Y=

$收稿日期!

.,+.#,+#,8

%

!检验仪器与试剂评价!

两台血凝分析仪测定纤维蛋白原的结果分析

刘
#

铭!赵春玲

"陕西省西安市第九医院检验科
#

6+,,5$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比较
0

M

2(CO1*5,,

与
0%*1B(

P

NIF

两台血凝仪测定纤维蛋白原"

'!7

#的结果%方法
#

收集
Y,

例临床

标本!用两台血凝仪同时测定
'!7

!分析定标参数改变前后两组结果的相关性和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

参数改变前!两台分

析仪测定
'!7

结果在
+=Y

%

5=5

S

&

"

之间时!两者相关性良好"

8g,=>Y+6

#!当
'!7

$

5=5

S

&

"

时!

0%*1B(

P

NIF

测定结果明显高于

0

M

2(CO1*5,,

测定结果!两台仪器检测结果间相关性差"

8g,=>5>8

#%调整定标及参数后!两台仪器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

"

8g,=>>Y,

#!系统误差小于允许误差的
+

&

.

!达到临床可接受范围%结论
#

通过对定标及参数的调整!使两台血凝仪测定结果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能够为临床提供一致的检测结果%

关键词"纤维蛋白原'

#

血凝仪'

#

比对

!"#

!

+,=->8>

"

?

=@22A=+8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86-#$+-,

"

.,+.

#

+.#+$Y$#,.

##

许多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实验室都拥有两台或多台检测仪 器#不同仪器之间由于检测方法'试剂'校准品等存在差异#可

+

$Y$+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8

月第
--

卷第
+.

期
#

!AF]"N:/CJ

!

]KAC.,+.

!

B̂L=--

!

&B=+.



导致检测结果不一致#给临床诊断带来混乱(如何使不同的检

测系统测定结果相一致#已成为当今临床医学检验实验室标准

化和规范化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

化委员会$

&11"0

%

[<>#*.

文件和其他一些参考文献)

+#+,

*

#对

本科室的两台血凝仪的检测结果进行了比对研究#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选择
Y,

例未使用肝素治疗的患者的新鲜血

液标本#用枸橼酸钠抗凝并分离血浆#排除溶血'脂血标本(

F=G

#

仪器与试剂
#

0

M

2(CO1*5,,

凝血仪及配套试剂'质控

品$日本
0

M

2(CO

公司%&

0%*1B(

P

NIF

凝血仪及配套试剂'质

控品$法国
0%*bW

公司%(

F=H

#

方法
#

以
0

M

2(CO1*5,,

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

/

%#以

0%*1B(

P

NIF

检测系统为对比方法$

+

%#按操作规程要求#在

保证定标和质控在控的情况下#测定待测标本纤维蛋白原

$

'!7

%水平(修改
0

M

2(CO1*5,,

检测系统定标参数后#以

0%*1B(

P

NIF

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

/T

%#以
0

M

2(CO1*5,,

检

测系统为对比方法$

+T

%再次进行测定(

F=I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用
[OICL.,,-

进行统计分析#计

算合适范围的验证#线性回归方程#以及预期偏倚(

G

#

结
##

果

G=F

#

定标参数调整前两台仪器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

以
0

M

2#

(CO1*5,,

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

/

%#以
0%*1B(

P

NIF

检测

系统为对比方法$

+

%#对两台仪器的检测均值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得到回归方程!

+g+=565./f+=$>Y$

$

8g,=>5>8

%#两

台仪器的检测结果之间相关性较差#存在差异(在
1"!*TYY

建议的医学决定水平表中查得
'!7

的医学决定水平$

/=

%

值)

-

*

#根据
&11"0

提供的计算公式#计算得预期偏差$

.S

%为

.=-8

S

"

"

(从
1"!*TYY

的误差表中查得
'!7

允许误差为

.,V

)

-

*

#则允许偏差$

DS&

%为
,=-

S

"

"

(

.S

$

DS&

#说明两台

仪器检测结果间的
.S

超过了偏差允许的范围#不被临床接

受(通过分析发现#当
'!7

$

5=5

S

"

"

时#两台仪器的测定结果

出现明显偏差#存在方法间离散点(本次检测的结果中#发现

有
6

个方法间离散点(剔除离散点后再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回

归方程
+g+=,6>5/f,=,Y$,

#

8g,=>Y+6

#两台仪器检测结

果相关性良好#但
.Sg,=.,-

$

+

"

.DS&

#未达到临床可接受

范围(

G=G

#

定标及参数调整后两台仪器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

定标及

参数调整后#以
0%*1B(

P

NIF

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

/T

%#以

0

M

2(CO1*5,,

检测系统为对比方法$

+T

%#对两台仪器的检测

结果均值进行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
+Tg,=>55,/Tf,=,6>5

$

8g,=>>Y,

%#两台仪器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

/=

处的
.Sg

,=,>

%

+

"

.DS&

#达到临床可接受范围(

H

#

讨
##

论

0%*1B(

P

NIF

和
0

M

2(CO1*5,,

血凝仪的检测方法均为

1LNK22

法#但两者的测定原理'缓冲液使用量'定标品及定标曲

线等均有所不同#这种方法学的差异造成测定结果的差异(

0

M

2(CO1*5,,

血凝仪是采用凝固法检测
'!7

#即用一束红光

$

88,A(

%照射血样"试剂混合物#仪器检测出由于
'!7

变为纤

维蛋白而使混合物的浊度增加#从而引起散射光强度变化#分

别以时间和散射强度作为
/

轴和
+

轴#绘出凝固曲线#使用百

分比测定法决定凝固时间(

0%*1B(

P

NIF

血凝仪采用凝固法

进行检测#其原理是通过电磁传感器检测反应杯中钢珠摆动振

幅的变化#如果检测介质的黏度增加#钢珠摆动振幅衰减#钢珠

在反应杯中的位置信号被传感器接收#换算成凝固时间(

0%*

1B(

P

NIF

血凝仪用缓冲液将血浆稀释
.,

倍#标本中
'!7

含量

甚微#定标是通过每批试剂提供标准曲线校准#标准曲线中

'!7

含量为
+=5

%

>=,

S

"

"

#

0

M

2(CO1*5,,

用缓冲液将血浆稀

释
+,

倍#通过定值的标准人血浆进行校准#

'!7

含量为

.=$

S

"

"

#所制成的校准曲线中
'!7

含量为
,=8

%

$=Y

S

"

"

(当

标本中
'!7

$

$=Y

S

"

"

时#测定结果是通过计算所得(本文选

取
'!7

在
+=,

%

Y=+

S

"

"

的患者标本用两台仪器分别检测#结

果发现当
'!7

$

5=5

S

"

"

时#

0%*1B(

P

NIF

血凝仪的测定结果

高于
0

M

2(CO1*5,,

血凝仪的测定结果(依据离散点判定原

则及误差判断原则#两台仪器结果间存在明显差异#即在
'!7

高值区产生了偏差(为解决这种偏差#笔者参考李贵星等)

++

*

提出的三种消除不同分析方法或不同仪器之间测定结果差异

的方法#鉴于
0%*1B(

P

NIF

检测系统测定
'!7

的变异系数较

小#稳定性'重复性较好#参加室间质评成绩优秀#且定期校准#

故选择以
0%*1B(

P

NIF

血凝仪作为参考检测系统修正
0

M

2#

(CO1*5,,

血凝仪的检测结果#具体方案为!用
$

瓶
'!7

含量

为
.=$

S

"

"

定值的标准人血浆#配制成
'!7

含量为
>=8

S

"

"

的

溶液#再以倍比稀释做标准曲线(这样得到的标准曲线中
'!7

最高含量为
>=8

S

"

"

#最低为
,=8

S

"

"

#人为地放大了曲线的范

围#使得
'!7

含量的高'低值均在线性范围内#减少了计算误

差(同时再用回归的方法修正#使两个结果具有更好的相关

性(通过参数调整后实验证实#两仪器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

且
/=

处的
.S

小于
DS&

的
+

"

.

#说明两种仪器检测结果的准

确度基本一致#结果无明显偏差(

通过
0

M

2(CO1*5,,

血凝仪系统参数的调整#使其检测结

果与
0%*1B(

P

NIF

血凝仪的检测结果基本一致#避免了同一

患者标本采用不同的仪器检测出现不同的结果#为临床提供了

统一的结果#对临床疾病诊断和治疗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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