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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本科室参加
'..7

!

'.(-

年凝血试验室间质量评价"

Q/%

#的成绩!发现存在的问题$方法
!

按照云南省

临检中心的要求!对凝血试验
Q/%

质控物进行检测!并对
Q/%

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自
'..7

年参加
Q/%

以来!凝血酶原

时间"

I>

#%国际标准化比值"

V$#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I>>

#和纤维蛋白原"

OJ

H

#评价成绩逐年提高!至
'.(-

年!总合格率

I>

由
5.W

提高到
(..W

!

V$#

由
:6W

提高到
(..W

!

%I>>

由
5.W

提高到
:.W

!

OJ

H

由
55W

提高到
(..W

$

%I>>

存在
Q/%

质

控物检测结果不在允许范围内情况$结论
!

持续参加
Q/%

有助于对检验结果准确性进行持续性监测!有助于及时发现和避免

引起检验结果偏差的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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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间质量评价$

Q/%

%通过分析实验室间的比对结果#判

定实验室的校准(检测能力#并监控其持续改进能力)

(

*

'目前#

国内开展的凝血试验
Q/%

项目包括凝血酶原时间$

I>

%(国际

标准化比值$

V$#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I>>

%和纤维蛋

白原$

OJ

H

%'凝血试验在判断手术风险(预防及诊断弥散性血

管内凝血(抗凝溶栓治疗监测等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重视)

'

*

'

因此#保证凝血试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十分重要#而参与
/Q%

和做好室内质控是最为关键的保障措施'现将本院检验科

'..7

!

'.(-

年参加云南省凝血试验
Q/%

结果回顾性分析

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仪器与试剂
!

'..7

!

'..:

年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

司
%RS8...

型全自动凝血分析仪#试剂采用配套试剂及上海

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凝血试剂#参加云南省
Q/%

'

'.(.

年

未参加云南省
Q/%

#改为参加全国
Q/%

'

'.((

!

'.(-

年采用

法国思塔高公司
2>%R?!

D

,3+

型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参加云南省
Q/%

'室内质控物及校准品均为仪器(试剂厂

商提供的配套产品'

Q/%

质控物由云南省临检中心统一提

供#每年进行两次
Q/%

质控物检测'每批次质控物分为
6

个

不同的批号#每个批号均进行
I>

(

%I>>

(

OJ

H

检测#

V$#

经计

算后获得结果'

A4B

!

方法
!

Q/%

质控物置
'

!

5h

冰箱保存#在云南省临检

中心规定的日期从冰箱中取出#室温静置
(6!"=

#加入新鲜蒸

馏水
(!S

充分混匀'按照本实验室常规方法对每个批号质

控物进行
I>

(

%I>>

(

O

H

J

检测'

V$#[I>#

"

V2V

或
V$#[,=&

+"A?

H

$

V2VgA

H

I>#

%#

I>#

为
I>

测定值与标准对照值的比值#

V2V

为国际敏感度指数'在规定日期前回报结果至临检中心'

评价方法采用美国能力比对分析$

I>

%评分法'实验室检测结

果在可接受范围内判为合格#反之为不合格'根据相同项目各

参评实验室采用的仪器(试剂#对实验室进行分组#各项目检测

结果经统计分析确定为正态分布#以剔除
9=

加权均值作为本

组的靶值'单项评价的偏差(允许范围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修

正法规$

RSV%j55

%能力比对验证要求)

9&6

*

&单项检测结果在允

许范围内时#判为合格#计为
(..W

#不在允许范围内时#判为

不合格#计为
.W

&

%I>>

(

I>

(

V$#

(

OJ

H

允许范围依次为$靶

值
e(6W

%($靶值
e(6W

%($靶值
e'.W

%($靶值
e'.W

%#偏差

$

W

%

[

$某实验室结果
f

本组靶值%"本组靶值
g(..W

'单个

项目的
I>

成绩计算公式为!

I>[

该项目的及格结果数"该项

目的总测定标本数
g(..W

#

I>

'

5.W

为合格&

I>

$

5.W

为不

合格'

Q/%

总成绩
[

所有单个项目的平均
I>

得分之和"总

的测定项目数
g(..W

#总成绩大于或等于
5.W

为合格&小于

5.W

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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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云南省凝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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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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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7

!

'..:

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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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凝血

!!!!

试验
Q/%

结果$

W

%

年度$年%

I> V$# %I>> OJ

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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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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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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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凝血项目
Q/%

结果$

W

%

项目 批次
'.((

年
'.('

年
'.(9

年
'.(-

年

I>

第
(

次
(.. (.. (.. (..

第
'

次
(.. (.. (.. (..

V$#

第
(

次
(.. (.. (.. (..

第
'

次
(.. (.. (.. (..

%I>>

第
(

次
(.. 5. 5. (..

第
'

次
5. 5. (.. 5.

OJ

H

第
(

次
(.. (.. (.. (..

第
'

次
(.. (.. (.. (..

C

!

讨
!!

论

本实验室自
'..7

年参加全省凝血试验
Q%/

#

I>

成绩逐

年提高#至
'.(-

年#总合格率
I>

由
5.W

提高到
(..W

#

V$#

由
:6W

提高到
(..W

#

%I>>

由
5.W

提高到
:.W

#

OJ

H

由
55W

提高到
(..W

'

本实验通过以下方法改善和加强了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

也取得很好的
Q/%

成绩'$

(

%结合科室实际情况编写标准操

作规程$

2XI

%#持续进行定期修改(完善工作&要求所有人员严

格按
2XI

执行操作#特别是试剂复溶及保存)

7

*

'$

'

%在检测仪

器方面#由于
%RS8...

型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使用年限较长#性

能达不到要求#故从
'.((

年使用新采购的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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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凝血分析仪以达到要求'$

9

%试剂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较

大)

8

*

'

'..7

!

'..:

年#使用的是检测试剂既有分析仪配套试

剂#也有国产的非配套试剂'从
'.((

年开始#完全使用分析仪

配套试剂'$

-

%使用配套室内质控物及校准品'$

6

%设专人负

责仪器的维护(保养工作#严格执行日(周(月保养#定期校准仪

器'$

7

%室内质控品从单一水平#改为
'

个水平#并保证正常值

水平和异常值水平各
(

个'要求发现室内质控品检测结果失

控时#立即停发报告)

5

*

#及时寻找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

待质控品检测结果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标本检测'每次出现

失控时#均填写详细的失控报告#以便日后查询'

凝血试验检测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

'通过回顾性

分析
Q/%

结果#笔者认为人为因素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

素'故本科室制定并严格执行以下措施!人员上岗前进行岗前

培训#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基本操作技能培训&外派工作

人员参加短期学习及
Q/%

总结会&专业组长定期讲课#每月

对年轻技师进行理论及操作考核#不合格者脱岗学习#考核合

格后方能上岗'

'.((

!

'.(-

年本科室每年参加
'

次#在累及
5

次凝血试

验
Q/%

中#

I>

(

V$#

(

OJ

H

成绩均为
(..W

'

%I>>

项目有
6

次成绩为
5.W

#每次均有
(

个批号
Q/%

质控物检测结果不在

允许范围内#所有不在允许范围内的检测结果均为正偏倚#且

主要发生在异常水平质控物'由此可见#本实验室
%I>>

检

测能力虽然达到全省
Q/%

评价要求#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需要不断改进实验室工作流程#加强室内质控工作#纠正存在

的问题#提高检验质量'

Q/%

与室内质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室内质控的稳

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

*

'本科室
I>

(

OJ

H

室内质控情况非

常理想#但
%I>>

室内质控变异系数较大#存在正偏倚趋势#

与
Q/%

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室内质控是
Q/%

的基础#而

Q/%

对室内质控具有指导作用'通过室内质控可监测项目检

测精密度#了解仪器运行状态和试剂质量#有助于及时发现失

控原因#更正检测结果'提高室内质控水平使检验质量持续提

高#能够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总之#质量是检验科之本#只

有保证检验结果的质量#才能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有效的诊

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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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标联合检测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孕妇的临床诊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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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泸州
7-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肝病毒"

\]Z

#血清学标志物"

\]Z&)

#%

\]Z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

#检测对
\]Z

感染孕妇

的临床诊疗价值$方法
!

选择
'.(9

!

'.(-

年于本院接受产前筛查!且
\]Z

表面抗原"

\]<%

H

#阳性孕妇
796

例$采用时间分辨

免疫荧光分析法检测
\]Z&)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分析法检测
\]Z1$%

!采用速率法检测
%S>

!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

果
!

98:

例"

6:47:W

#孕妇
\]Z1$%

(

(..V0

'

!S

!其中
\]<%

H

阳性%

\]Z*

抗原"

\]*%

H

#阳性%

\]Z

核心抗体"

\]3%J

#阳性

孕妇及
\]<%

H

阳性%

\]*%

H

阳性孕妇!

\]Z1$%

阳性率%

%S>

阳性率明显高于
\]<%

H

阳性%

\]Z*

抗体阳性%

\]3%J

阳性孕

妇!

\]<%

H

阳性%

\]3%J

阳性孕妇和
\]<%

H

阳性%

\]*%J

阳性孕妇"

B

$

.4.6

#$随着
\]Z1$%

水平的升高!

%S>

阳性率也升

高"

B

$

.4.6

#$结论
!

同时检测
\]Z&)

%

\]Z1$%

和
%S>

!有助于及时对
\]Z

感染孕妇采取干预措施!降低
\]Z1$%

水

平!减少母婴传播风险$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

!

乙肝血清学标志物&

!

乙型肝炎病毒
1$%

&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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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Z

%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母婴传

播是
\]Z

感染流行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因母婴传播而感

染
\]Z

的患者约在所有
\]Z

感染患者中占
(

"

9

)

(

*

'

:.W

的

\]Z

感染新生儿转变为慢性
\]Z

表面抗原$

\]<%

H

%携带

者'因此#

\]Z

母婴传播已成为影响人口素质的重要问题之

一)

'&9

*

'本研究通过分析
\]Z

感染孕妇外周血
\]Z

血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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