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

%!

-68&-6:4

)

-

* 王娜#张淑艳
4

乙型病毒性肝炎
6

项检测结果与
\]Z&1$%

的关

系及临床意义)

Y

*

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

#

97

$

'

%!

'67&'654

)

6

* 蒲泽晏#丁波
4%S>

(两对半与荧光定量检测
\]Z&1$%

的相关性

研究)

Y

*

4

西部医学#

'..8

#

(:

$

-

%!

75'&7594

)

7

* 杨国绘#张国祥#雷和月#等
4

新生儿
\]Z

感染率与母亲血清

\]Z&1$%

载量相关性研究)

Y

*

4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7.7:&7.894

)

8

* 陈敏#朱坤仪#来华#等
4

乙肝病毒携带孕妇被动免疫阻断母婴传

播的研究)

Y

*

4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9

#

((

$

9

%!

764

)

5

* 刘毅#王波#黄小川#等
4

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与病毒核酸含量的

相关性研究)

Y

*

4

中国实验诊断学#

'.(9

#

(8

$

('

%!

'(56&'(554

)

:

* 贺岩#罗梅#孙艳艳
4\]Z&1$%

载量与
\]<%

H

(

\]*%

H

和
%S>

水平的相关性)

Y

*

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99

$

(:

%!

'.(6&'.(84

)

(.

*林晖#彭素媚#陈振杰
4\]Z&1$%

和
%S>

(

>]%

水平与
\]Z

感

染模式的相关性研究)

Y

*

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96

$

(-

%!

(:'6&(:'84

)

((

*施志农#陈继梅
4(6-7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Z&)

(

\]Z&1$%

(

肝功能检测结果分析)

Y

*

4

中华全科医学#

'.((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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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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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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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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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张高明#张国明#马小波#等
4

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抗原与病毒

1$%

关系探讨)

Y

*

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5

$

'.

%!

'-7'&'-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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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梅#朱艳#张晓梅#等
4

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
\]*%

H

与
\]*&

%]

同时阳性模式的相关研究)

Y

*

4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9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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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8:.4

)

(6

*郭明日#吴敏#张立#等
4

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与
\]Z&1$%

定

量及肝功能指标相关性研究)

Y

*

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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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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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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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的临床

意义)

Y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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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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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

'.(-

年血脂项目室间质评结果分析

肖华勇!胡孝彬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宜宾
7--...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
'.(.

!

'.(-

年卫生部血脂项目室间质评结果$方法
!

对
'.(.

!

'.(-

年卫生部血脂室间质评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结果
!

'.(.

!

'.(-

年参加卫生部血脂室间质评
(.

次!检测质控品
6.

份!共计
9..

个检测结果$各项目总体来说结

果较好!能力验证"

I>

#总成绩为
:6W

!每年各项目
I>

成绩均超过
:.W

$相对于其他项目!载脂蛋白
%(

与载脂蛋白
]I>

成绩

较差!偏倚较大$结论
!

通过分析卫生部室间质评结果!有助于了解检验结果的可比性!分析实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定相应的

改进措施$

关键词"血脂&

!

室间质量评价&

!

质量管理

!"#

!

(.49:7:

"

;

4"<<=4(789&-(9.4'.(64'(4.9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6:&.'

!!

高脂血症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致 病因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习惯的转变#高脂血症发

-

:6(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

年
((

月第
97

卷第
'(

期
!

V=+YS,J)*G

!

$?@*!J*E'.(6

!

Z?A497

!

$?4'(



病率呈上升趋势#发病年龄呈下降趋势)

(

*

'早期准确检测血脂

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有重要意义'保障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主

要依靠加强室内质控$

V/R

%提高精密度#同时参加室间质评

$

Q/%

%对检验质量进行评价及持续改进#保证检验结果的准

确性和一致性'本研究分析了
'.(.

!

'.(-

年本室参加卫计委

$原卫生部%临检中心血脂项目
Q/%

评价结果#旨在发现存在

的问题和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日立公司
87..&.'.

型生化分析仪#四

川迈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胆固醇$

RC?A

%(三酰甘油$

>T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S

%(载脂蛋白
%(

$

%

D

?%(

%(载脂蛋

白
]

$

%

D

?]

%检测试剂盒及配套校准品(质控品'

A4B

!

方法
!

对
'.(.

!

'.(-

年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血脂室间

质评回报结果'根据卫生部临检中心能力比对试验的要求#单

项测定值在允许范围内得分为
(..

#在允许范围外得分为
.

#

6

个批号
Q/%

质控品平均成绩大于或等于
5.

为合格'$

(

%单项

质评!每次质评的单个项目#得分计算公式为$该项目合格个

数
l

该项目总的测定标本数%

g(..

'$

'

%单次质评!每次质评

的全部项目#得分计算公式为$全部项目合格个数
l

全部项目

测定标本总数%

g(..

'$

9

%年度质评!完成全年
'

次检测#每次

Q/%

得分大于或等于
5.

判为合格'用能力验证得分$

I>

%和

偏倚对结果进行评价'

A4C

!

统计学处理
!

用
2I22(54.

软件进行分析和统计学处

理'为便于分析#本研究根据各项目参考区间将各标本分为
9

个水平#低于参考区间为水平
(

#在参考区间内为水平
'

#高于

参考区间为水平
9

'各项目参考区间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第
9

版%/

)

'

*

'

B

!

结
!!

果

'.(.

!

'.(-

年卫生部
Q/%

血脂项目回报结果偏倚见表

(

#

'.(.

!

'.(-

年卫生部血脂项目
Q/%I>

得分见表
'

'

表
(

!!

卫生部
Q/%

血脂项目回报结果偏倚$

W

%

项目 水平
'.(.

年
'.((

年
'.('

年
'.(9

年
'.(-

年 均值

RC?A

水平
( -48: f f f f -48:

水平
' '49' (4(. .45' (4'7 (45- (4-8

水平
9 94-7 .457 (4-9 .47- (465 (46:

>T

水平
( f f f f f f

水平
' 749. 54.' 64:9 (4(6 -48. 64''

水平
9 84(8 54'' 8455 94'5 -486 74'7

\1S

水平
( .4.. f '4'5 :468 54-- 64.8

水平
' f f 648- 74.7 f 64:.

水平
9 64-7 (4:( '4.8 64-9 84(7 -4-(

S1S

水平
( f f f f f f

水平
' -459 646( 846' '4'' 6475 64(6

水平
9 54'. 74(- 7467 (9475 ((4.5 :4(9

%

D

?%(

水平
( -456 f f f 94.: 94:8

水平
' 749' :468 645' '476 (4-5 64(8

水平
9 749- ('4'8 (.469 94-( 94.8 84('

%

D

?]

水平
((:4'6 f f f f (:4'6

水平
'(84(5 54.7 7467 94-- 846( 5466

水平
9('4:8 :4-5 5467 648. f :4(5

!!

f

!无数据'

表
'

!!

卫生部血脂项目
Q/%I>

得分

项目
'.(.

年
'.((

年
'.('

年
'.(9

年
'.(-

年 均值

RC?A (.. (.. (.. (.. :. :5

>T (.. (.. (.. (.. :. :5

\1S (.. (.. (.. (.. :. :5

S1S (.. (.. (.. (.. :. :5

%

D

?%( (.. 5. (.. 5. :. :.

%

D

?] 5. (.. (.. 5. :. :.

均值
:8 :8 (.. :9 :. :6

C

!

讨
!!

论

Q/%

作为质量控制手段之一#可帮助实验室分析现阶段

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检验质量'

Q/%

目的在于评

估实验室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建立实验室间检验结果的可

比性'

本研究结果表
'

显示#

'.(.

!

'.(-

年本室参加卫生部

Q/%

#血脂各项目成绩较好'表
(

则显示#各项目在各个水平

上的偏倚均较小#但相对其他几个项目#

%

D

?%(

与
%

D

?]I>

成绩较差#偏倚较大#原因可能在于本院
%

D

?%(

(

%

D

?]

检测标

本数量较少#导致试剂在分析仪内放置时间过长#对检测结果

造成影响'

'.(-

年#第
'

批次第
'

个标本$

'.(-''

%所有项目

检测结果全偏低#经分析可能与
Q/%

质控品运输或者保存不

当#导致标本出现异常有关'

对于保证检验质量#应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

%提高专

业技术人员素质#加强操作人员基本技能培训#加强新技术(新

方法的学习#加强与临床沟通#用科学的态度对检测结果进行

分析'$

'

%加强仪器维护保养#定期进行评价$至少应做批内精

密度与批间精密度评价%#每年由厂家对仪器进行大保养和校

准#并出具校准报告'$

9

%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选择并评价试

剂#试剂在仪器内放置时间应随时检查#根据日常用量试剂添

加#应选择具有溯源性的与试剂配套的校准品#干粉复合校准

品复溶后应在有效期内使用)

9

*

'$

-

%强化
V/R

工作#定期分析

月度变异系数变化情况#室内质控品复溶后应分装和冰冻保

存#根据功效函数图或操作过程规范图选择适当的质控方法#

保证较高的误差检出率与较低的假失控率)

-&6

*

&

Q/%

标本应严

格按要求进行保存#稀释应准确'

通过回顾分析本室
'.(.

!

'.(-

年参加卫生部
Q/%

血脂

项目的评价结果#不仅了解了本室的检验质量#也发现了其中

存在的问题#据此制定了改进措施#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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