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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全血细胞分析仪具有操作简便、速度快、分析参数

多、可诊疗信息全面等优点，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按照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要求，医学实验室检验流程质量管理内容日趋完善。

检验分析后阶段即评价检验结果与患者临床信息的符合程度，

并授权发布检验报告［１］。作为核心内容的危急值报告制度和

血涂片复检程序正得到科学合理的执行，临床实验室在把有限

的血细胞分析数据转变为高效的临床信息的同时，缜密、有序、

更多体现操作者基础检验水平的分析后质量控制更凸显临床

实验室质量管理水平。

１　危急值报告

全血细胞分析是患者入院必测项目，承载着举足轻重的质

量管理内容。危急值分析报告作为检验后阶段的主要内容，与

血细胞涂片复审内容互相融合，在临床实验室报告中的发生率

为０．１４％
［２］，一方面作为临床检验结果快速及时的“绿色通

道”，和检验前质量控制同是实验室质量管理难点；另一方面作

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举证中的重要部分，在临床实验室质量

管理路径中，包含其内容的分析后质量控制更关注检验技术方

法和检验试剂质量对检验结果科学合理的解释［３］。为在保护

患者医疗安全的同时加强工作人员自我保护意识，针对全血细

胞分析报告的特点，笔者对全血细胞分析危急值报告程序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

１．１　验证患者标本　患者标本质量控制是临床实验室质量保

证体系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是保证检验信息正确、有

效的先决条件［１］。标本质量是分析前误差的主要来源，其影响

因素多、隐蔽性强、发现问题明显滞后［４］。有学者统计，用于血

液基础检验的不合格样本数占检验科不合格样本总数的

１．５％，远大于生化检验项目的０．６％ 和免疫检验项目的

０．６％
［５］。在“危急值”标本不能认可是否合格时，首先应联系

临床重取标本复检，或由检验人员亲自下病房进行床边采样分

析，保障标本质量，缩短危急值标本周转时间。

１．２　复核室内质控　检查室内质控数据，确定室内质控在控，

并及时了解患者即时状态，获知更多的临床诊治信息。对于特

殊模式检验结果，务必按血涂片显微镜复检要求进行，参照国

际血液学复检专家组推荐的全自动全血细胞计数（ＣＢＣ）和白

细胞分类计数（ＤＣ）４１条复检规则进行显微镜复检，结果偏差

在允许范围内时可考虑报告。有学者进行外周血形态学检查

与仪器比较，显微镜复检结果异常标本占仪器结果异常标本总

数的８１．６％，其中白细胞计数异常占２４．９％，ＤＣ异常及异常

细胞占４２．９％
［６］。

１．３　选择报告方式　检验结果是日常检验工作最终产品，判

断检验结果是否可靠、检验结果可否发出，通常可根据室内质

控情况加以判定。必须指出，在定量分析中根据质控图有无失

控来判断检验结果可否发出是总体上的判断，并不代表某一个

别标本结果是否皆可以报告［１］。在自动化全血细胞分析工作

中，经常遇到同一患者标本的同一项目在相近时段报告差异很

大（比如：药物反应状态时的白细胞计数），这就要求对标本认

真复审，复审结果阴性时，ＤＣ报告以仪器检测数据为宜
［７］。根

据检验单申请和结果状况，最后选择不同报告方式：“危急值”

检验结果报告、临时报告、检验延迟报告等［８］，也可应用电子短

信平台发送检验危急值报告［９］。在确认标本合格、临床认可、

本次检验结果可以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向临床签发报告单。避

免检验信息不正确、不可靠造成的误诊、误治，保障医疗安全、

减少医疗缺陷、防范医疗纠纷。

２　血涂片复检

全血细胞分析危急值的报告离不开手工血涂片复检，非

“危急值”标本的项目也会因仪器报警提示而进行血涂片复检，

这是由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的“筛检”作用所决定的，仪器不能

完全替代显微镜对血细胞的识别和分类，但检验技师对仪器的

依赖，甚至缺乏对仪器知识的全面掌握，导致手工操作技能下

降，“漏检”、“误报”情况依然存在。应充分发挥仪器功能，合理

利用时间、费用、实验室人力资源来制定血细胞分析涂片复审

标准，以实现仪器检测后的质量保证［７］。

复检工作需有经验丰富的人员把关，除熟练掌握血细胞形

态外，更应具备临床医学知识，复检过程中才能综合各种临床

信息，做到快速分检、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笔者发现，综

合医院Ｓｙｓｍｅｘ１８００ｉ血细胞分析仪血小板平均体积（ＭＰＶ）、

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ＤＷ）检测结果异常的标本约占４．０％～

１５．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ＥＤＴＡ依

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等均可导致血细胞检测结果降低，经血涂

片观察，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标本血小板密度明显降低，易见大

型血小板；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标本白细胞形态多正常，无

凝集现象，常见于外科患者；ＥＤＴＡ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在

片尾和边缘可见血小板成堆聚集，白细胞形态无异常改变。再

结合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ＩＳ）纵向分析，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数据

前后起伏不大、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数据前后３～５ｄ相差

可达５０％，并呈进行性下降
［１０］，ＥＤＴＡ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

标本有时间和ＥＤＴＡ依赖性，血样在离体半小时内持续下降，

可降至２０×１０９／Ｌ以下
［１１］。对于血小板假性增高者，更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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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血涂片复检，计算红细胞和血小板比例，排除脂肪乳、红细胞

碎片等引起的假性增高［１２］。

目前，自动化分析仪已普遍应用，但不同仪器测试原理及

灵敏度不同，细胞形态识别能力存在差异，报警项目设置标准

不同等因素使血涂片复检规则无法形成统一标准，只能因地制

宜，在国际血液学复检专家组推荐的４１条复检规则指导下，制

定各实验室自己的具有科学性的复检规则，并经过实践验证。

根据４１条国际规则，为提高工作效率，将复检率降低到适

度范围，在假阴性率小于５％、血液病细胞无漏检的前提下，国

内推荐经过验证的２６条复检规则
［１３］及２３条复检规则

［１４］。在

加强血涂片复检工作同时，还可弥补手工操作耗时费力的不

足。有学者对血细胞分析仪提示嗜酸粒细胞（ＥＯ）增高或无

ＥＯ分类结果的标本进行分析，发现０．６％标本仪器报警信息

与镜检结果不一致，通过分析异常散点图特点、仪器工作原理，

进一步镜检红细胞形态，发现均为疟原虫感染［１５］。

危急值报告制度和血涂片复检程序是临床实验室检验后

质量控制的主要内容，仔细分析、认真评价每份数据，更好地发

挥自动化仪器在实验室的支撑作用，加强血细胞自动化分析后

质量管理，有助于实验室报告水平量与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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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包括血液学）可能经常遇到下列质量

问题：对新仪器进行确认和验证试验时应该使用何种允许不精

密度、允许偏倚或允许总误差标准；不同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

的控制限存在差异；实验室开展的检测项目应达到何种精密度

和准确度；不同方法检测同一样本时，用什么指标评价２种方

法的接近程度（即允许偏倚）；室间质量评价计划者应该使用何

种评价限（即允许总误差）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临床检验

分析质量规范的设定。

１　建立质量规范的策略

质量规范包括２个重要指标：不精密度和偏倚。国内已有

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质量控制的文章，但几乎都没有涉及建立

临床血液学检验项目质量规范的建立［１４］。目前相关的质量规

范策略，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很难选择。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

联合会、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于

１９９９年联合调查了全球是否一致同意医学实验室设置质量规

范的策略。根据该会议发表的证据模型整理的质量规范设置

策略层级关系描述如下［５７］。

水平１是对特殊临床情况做出特殊临床决定的分析性能

评价。其方式为将检验质量与医学后果直接相联系，故被认为

最理想的质量规范。其主要缺点是：大多数试验结果用在多种

临床情况下，只有很少的试验用在单一明确的临床情况下；计

算的质量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临床医师如何使用数字的

试验结果。因此血液学质量规范很难用此方法建立。

水平２是基于生物学变异的质量规范。此种方式几乎适

用于血液学所有定量项目，虽然检验质量与医学结果不直接相

关，但是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客观医学的需要。它主要基于生物

学变异，即个体内（犆犞犐）和个体间（犆犞犌）生物学变异。然而该

方法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对一些生物学变异非常小的量，则

该质量规范不能满足可获得的方法学和技术要求。另外，一些

具有很大生物学变异的量，则很容易导致达到质量规范。因

此，Ｆｒａｓｅｒ
［８］提倡用一种分等级的方法来制定不精密度、偏倚

和允许总误差（犜犈犪）的质量规范，这种方法易于获（下转插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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