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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酶谱#以加强对心肌的保护性治疗和动态观察#降低心肌

损害的发生率#以便早期诊断#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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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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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参数进行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正确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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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内

精密度!批间精密度!正确度!携带污染率和线性范围均在允许范围内$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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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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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各项性能精确!是目前

理想的血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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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F

2@GGA2%7)$6*%$#2!#%72#3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6*%$#

"

!#%7

#

#36%%$76#!

!!

血液分析仪是医学实验室重要仪器之一#它的性能直接关

系到检验报告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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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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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

析仪采用库尔特原理检测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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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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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

目和体积分布#使用比色法测定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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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在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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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计数方面#仪器采用流式细胞法与激光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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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该仪器进行了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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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的应用已十分普及#而每台分析仪在投入临床

使用前#从保证检验质量考虑#必须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条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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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显微镜复查以确定细胞类型#从而提高了阳性检出率和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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