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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性的非负参数'测量不确定度表达了测得值的可靠性#因

为它提供了在一定包含概率中真值存在的区间'了解所谓真

值(真值存在区间与包含概率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

释测量结果#并恰当地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减少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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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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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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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扩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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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标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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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 期望 最低

结果

判断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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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有/自上而下0和/自下而上0

)

种方

法#/自上而下0的方法只适用于常规实验室对常规方法测量不

确定度的评定#其特点是只需评定重要的不确定度来源#不需

要了解并评定每个单一因素的测量不确定度'该方法主要评

定测量阶段的不确定度'其中校准和测量重复性因素是医学

实验室测量阶段最重要的不确定度来源'分别计算由校准和

重复性因素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按照传播率有关规则进行合

成#通过乘以包含因子得到扩展不确定度'其中校准对测量的

影响属系统效应#与测量结果正确度高度相关#通常用偏移定

量表示%重复性因素对测量的影响属随机效应#与测量结果精

密度密切相关#以实验室内测量复现性定量表示'由于每次

/;

的公认值很难一致#通常采用相对值进行统计#本文讨论

相对不确定度的统计'

对于用来评定不确定度的数据#不应是来自短期特定的实

验#而是来自一段较长期间的日常工作#这样评定的测量不确

定度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

*

'

%hN

数据推荐使用
6

个月或更长

时间的实验室内测量复现性来评定重复性因素的影响'实验

室间
/;

计划组织者提供的
/;

数据#建议至少
6

次)

,

*

'

本实验室血常规检验所用的
RX&)'--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直接测定的项目为
d!N

(

c!N

(

K̀

(

Ǹ;

(

/#;

#故本研究

主要对这
,

个项目的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定'该仪器所用配

套室内质控物的使用有效期一般为
)

个月#要使用
6

个月的数

据#需有
*

个批号的数据#在评定时先分为亚组作统计处理#然

后再合并计算#可以减小过高和过低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风

险#因此
%hN

数据采用合并方法计算'

不确定评定中
/;

相关数据的查找方法!

/;

数据中的每

次测量均值(每次
/;

的相对测量复现性 $即每次测量的变异

系数&(参加的实验室总数可以通过原卫生部临检中心质间质

评网站查到#具体查找方法为!登录卫生部室间质评网站#进入

室间质评界面#在/临检中心数据分析0栏中#选择/按仪器统

计0或/分组统计0#设置好统计的条件#包括专业(年(次数(查

看类型$选择/除外均值加减
*

倍标准差0&#系统会自动显示各

编号标本所有仪器或所有分组的相关数据#当中包括了实验室

个数(平均值(变异系数等的数据'人工记录后#可用于不确定

度评定'本文采用按仪器统计的数据进行评定'

OUNO

系统是在
'333

年为了配合
RX&)'--

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而建立#具有实时网络质控功能#用户将配套质控品的

每日室内质控数据发送到
OUNO

服务器后#可以随时随地在因

特网上浏览自己的室内和室间质控数据'本文中统计用到的

相关数据查阅方法!根据先后打开的界面依次点击/

c>=8>M

4A?A

0

%

/

;8J>9>E8>9NBAE?

"

;AKG>

0

%

在/

bA?>?

LD

>

0中选择

/

.<:?BG

L

0#点击查询即可显示'其中/

f<HE4A?A

0为实验室本

身累积均值(/

_E<H

D

.>A:

0为所有实验室累积均值的靶值(

/

/>>E

@

E<H

D

;<?AG&Ob

0可与/

_E<H

D

.>A:

0计算得出由每个实

验室累积均值得出的测量复现性$

/N[

&(/

_E<H

D

U

0为参加的

实验室数量'

从本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

&采用
/;

数据和
OUNO

比对数据评定的血常规项目测量不确定度均满足最低目标不

确定度要求'

%hN

结合
/;

数据评定结果中#满足最佳目标不

确定度的数据占
)6+0[

$

1

"

',

&#满足期望目标不确定度的数

据占
6-+-[

$

3

"

',

&#满足最低目标不确定度的数据占
'*+*[

$

)

"

',

&%

%hN

结合
OUNO

比对数据评定结果中#所有结果满足

期望目标不确定度的要求#满足最佳目标不$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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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阿司匹林非竞争性(不可逆的抑制环氧化酶
'

$

N2R&'

&#

从而抑制花生四烯酸转化为
;R")

'

"b/

受体和
;R")

被抑

制后#糖蛋白
&

K

"

)

A

$

_/

&

K

"

)

A

&受体的激活受到影响#血小

板活化随后被抑制#凝血过程被阻断)

'*

*

'对于服用氯吡格雷

或阿司匹林的患者#其凝血酶(

"b/

和
;R")

受体均被抑制#

因此血小板无法被活化#

."

值会明显下降'该研究中患者

."

值即明显下降'另外#本研究中
c

均值偏高#提示凝血因

子水平降低#凝血功能降低)

'1

*

%

S

均值偏高#纤维蛋白原水平

降低'

":

@

G>

与
S

值的意义相同#本研究中
":

@

G>

减小#提示

P8K

水平降低'

N%

值偏低#提示凝血功能降低'依据患者

;X_

中参数结果可快速地判断患者的凝血状态#以便作出及

时诊断及治疗)

',

*

'

;X_

结果显示低凝状态即提示出血可能

性较大#高凝状态及无凝血状态提示出血可能性较小#本研究

中#

;X_

对出血者凝血检出率高达
(-+--[

#对无出血患者凝

血检出率为
3,+--[

'

总之#

;X_

能精确(及时地反映全血凝血状态#优于传统

的凝血检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中#但因该方法仍存在一

定局限性#需进一步改进#尚不能完全取代常规凝血检测#若能

将二者互为补充应用#则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患者的凝血

状态#从而进一步提高对患者的诊治效率#尤其是在围手术期

应用方面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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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希望目标不确定度的数

据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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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用
/;

数据和
OUNO

比对数据评

定的血常规项目测量不确定度的结果比较接近'$

*

&除低值

d!N

(中值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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