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以改善生活方式和合理膳食是血脂异常治疗的根本措

施*

'

+

(本研究针对
9&

岁以上老年人结果表明#高血压与高血

脂)高血糖有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相关干预方法的制订提

供了一定依据#即高血压)高血糖及高血脂之间有相互作用关

系#女性高血脂发病率明显低于男性#而高血压)高血糖发病率

男女之间无差异(高血压和非高血压组进行比较#高血脂阳性

率差异显著(

社区医务工作者应定期对社区老年人进行高血压)糖尿

病)脑卒中等慢性病的随访#开展健康教育#提倡科学合理膳

食#以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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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生化检测系统精密度评价

余少雄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根据美国
6271\>>

能力比对检验分析的质量要求评价实验室生化检测系统的精密度&方法
!

使用日立
$!>&

生化分析仪分别测定
U14<5

中值'高值质控品葡萄糖"

)2X

$'尿素"

XGFO

$'肌酐"

6G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12/

$'胆固醇"

/6

$'

总胆红素"

/0

$等
9

个项目
"&

次日内及
"&P

日间测定!所有项目进行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S

$的计算&结果
!

所有项目

中'高值的日内
:S

$

!

%

(/.O

!日内精密度符合
6271\>>

的要求#

)2X

'

XGFO

'

12/

'

/6

中'高值日间精密度均符合
6271\>>

的要

求的
:S

$

!

%

%/.O

!而
6G

和
/0

中'高值日间精密度不符合
6271\>>

的要求!主要是试剂不稳定导致的!重新更换试剂进行校准

后测定!日间精密度符合
6271\>>

的要求
:S

$

!

%

%/.O

&结论
!

只有形成一个固定组合的检测系统!定期对生化检测系统精密度

评价!有助于确定整个实验室的变异&

关键词"变异系数#

!

生化检测系统#

!

实验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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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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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9$%,(!%&

"

"&!9

$

!!,!'(!,&"

!!

检测系统是完成一个项目检测所涉及的仪器)试剂)校准

品)操作程序)质量控制)保养计划等的组合#严格意义上还有

其他#如具体操作人员)真空标本采集管)离心机等#检测系统

性能评价包含
9

大性能#本文根据美国
6271\>>

要求仅对精

密度进行评价(

A

!

材料与方法

A#A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利德曼生化

试剂葡萄糖$

)2X

&)尿素$

XGFO

&)肌酐$

6G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12/

&)胆固醇$

/6

&和总胆红素$

/0

&#包括标准品)校准

品(质控品为英国
U14<5

中)高值质控品(

A#B

!

检测方法
!

$

!

&同时对
)2X

)

XGFO

)

6G

)

12/

)

/6

和
/0

等
9

个项目的中)高值进行日内测定
"&

次%$

"

&所有项目每天

测定
"

次$

"

次测定间隔不得少于
"J

&#每次测定均作双份#共

测定
"&P

($

%

&计算日内和日间
"&

次的
H

和
?

#并计算出变异

系数$

:S

&

^_?

"

H[!&&̂

#然后对比
6271\>>

要求的各项目

值($

(

&随机误差$

TQ

&或不精密度反映结果的重复性用
:S

表达%系统误差$

GQ

&或不准确度反映结果与真值的一致性用

,偏倚-表示%总误差$

@Q

&

_TQaGQ

(

A#C

!

离群点的检查
!

如每次双份测定的差值超过初步精密度

测定时
b?

的
'#'

倍$是
@@#@@̂

的上限值&#这对数据为,离群

点-#应弃去或重做(

A#D

!

日间测定$

.

&测定值与日内测定$

P

&测定值相关性可用

相关系数$

7

&来判断#如
7

&

&#@$'

$或
7

"

&

&#@'

&#则认为日间

和日内测定值相关性良好#其测定误差对回归估计的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可用直线回归计算斜率$

?

&和截距$

O

&%如
7

$

&#@$'

#则说明日内和日间测定值相关性差#直线回归统计的
?

和
O

不可靠#需改善方法的精密度后重新测定(计算线性回归

方程!日间测定值
._?PaO

(

A#E

!

不精密度
!

gFCI

=

OGP

要求日间
:S

$

!

"

%@QO

#日内

:S

$

!

"

(@QO

(

B

!

结
!!

果

B#A

!

直线回归分析
!

各项目的相关系数$

7

&)截距$

O

&)斜率

$

?

&及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

(由表
!

可见#本研究测定
12/

)

/6

)

XGFO

)

)2X

)

6G

和
/0

的
7

均大于
&#@$'

#说明日内)日间

测定值相关性良好#测定值准确可靠#可以用于计算
H

和
?

(

表
!

!!

各项目的
7

和直线回归方程

项目
7 O ? ._?PaO

1:/ &#@>@' "#(99$ &#@@9% ._&#@@9%Pa"#(99$

XGFO &#@@&! f&#9%!> !#&$(" ._!#&$("Pf&#9%!>

)2X &#@@%' &#&@9$ &#@>%! ._&#@>%!Pa&#&@9$

/0 &#@$>% (#(9'( &#@@>! ._&#@@>!Pa(#(9'(

6G &#@>!$ 9#!'!( &#@$>9 ._&#@$>9Pa9#!'!(

/6 &#@@9' f&#!&%% !#&%"> ._!#&%">Pf&#!&%%

B#B

!

各项目日内)日间
"&

次测定
H

和
?

及
:S

!

见表
"

(

B#C

!

测定过程中所有项目
/0

和
6G

日间测定中各出现一次

离群点#更换试剂重新校正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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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项目日内#日间
"&

次测定结果中#高值
:S

$

^

&

项目
日内

中值
:S

高值
:S

6271\>>

!

"

(@QO

日间

中值
:S

高值
:S

6271\>>

!

"

%/.O

1:/ (#&> (#(! '#&& (#$$ '#$& 9#9$

XGFO "#&% !#>" "#"' "#%9 "#'" %#&&

)2X "#!! "#%' "#'& "#(! "#$" %#%%

/0 (#($ (#'9 '#&& 9#@9 $#%" 9#9$

$校准后&

f f f 9#%" 9#(' f

6G %#"9 %#'9 %#$' '#'$ 9#&" '#&&

$校准后&

f f f (#$% (#@! f

/6 "#@( %#!% %#'& "#@@ %#!$ %#%%

!!

注!

f

表示无数据(

C

!

讨
!!

论

C#A

!

所有项目的中)高值日内
:S

$

!

"

(@Q*

#日内精密度符合

6271\>>

的要求%由于日内仪器)试剂)离心机)操作人员等整

个检测系统变化不大#故各项目的精密度均符合要求%

)2X

)

XGFO

)

12/

)

/6

中)高值日间精密度符合
6271\>>

的要求

:S

$

!

"

%@Q*

#而
6G

)

/0

中)高值日间精密度不符合
6271\>>

的要求
:S

$

!

"

%@Q*

#因为
6G

)

/0

试剂稳定性差#每次添加试

剂时未倒掉试剂瓶中残留#导致测定结果
H

增大#计算
:S

值

时相应变大#更换试剂进行校准后重新测定
6G

)

/0

#日间精密

度符合
6271\>>

的要求(所以定期清理仪器中试剂瓶残留试

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

C#B

!

当临床实验室工作由小规模手工操作进入大规模机械化

$自动化&的阶段时#不依赖检验人员的全自动检验系统#操作

人员的变动不会影响检测的精密度#不需要对第
"

个人员进行

评价(但由于仪器和试剂厂家及测定方法越来越多#对检测系

统准确度和精密度要求也在逐步提高#所以定期对检测系统仪

器和试剂标准化评价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

+

(

C#C

!

评价分析方法)试剂和仪器给出结果的可重复程度#反映

精密度好坏的指标是
:S

*

(

+

(

:S

越小精密度越好#反之则差#

故有人称其不精密度(用本方案评价可以计算出批内)批间)

日间和总
:S

#其中总
:S

最重要#它代表整个分析体系的可重

复程度(同时由于偏倚的存在#控制限要控制结果不超过规定

@Q*

#所以最好是以
!

"

(

或
!

"

'

的
/.O

为质控图上的
:S

计算

出
?

(如果实际测得的
?

小于本方法设置的
?

#说明检测系统符

合要求#反之#则说明选用的检测系统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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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梅毒检测结果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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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中心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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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孝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中梅毒螺旋体的感染情况&方法
!

对
"&!"

$

"&!(

年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标本!同

时采用
"

个厂家生产的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检测&结果
!

共检测标本
>($>%

份!检测出阳性

标本
9&(

份!阳性率为
&#$!̂

&结论
!

孝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中梅毒的感染呈逐年上升趋势!学生'公务员'教师'军人阳性率较

低!因此!在进行献血宣传及献血者招募时应做好宣传教育和征询筛查工作&

关键词"无偿献血者#

!

梅毒检测#

!

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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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

/+

&为苍白螺旋体亚种#人体感染后#可产生

多种特异性抗体#主要有
7

=

;

)

7

=

)

两类(

7

=

;

抗体持续时间

短#

7

=

)

抗体可终生存在#但抗体浓度一般较低#不能预防再感

染*

!

+

(目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7:1

&作为
/+

感染筛查试

验在血站实验室广泛应用(为了解孝感市无偿献血人群梅毒

感染情况#指导无偿献血工作的开展#本研究对采集的无偿献

血者血液标本的梅毒检测结果进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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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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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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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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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孝感地区无偿献血者血

液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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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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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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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诊断试剂盒$

.27:1

&$北京

金豪)珠海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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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瑞士

81;72/<5

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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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所采集的血液标本采用
"

家试剂同时进行抗
,

/+

检测$

.27:1

&#经
"

家试剂检测均为阳性标本采用两种试

剂进行双孔复试#复试结果阳性判为阳性(一种试剂阳性采用

该试剂进行双孔复试#复试结果阳性者再用梅毒螺旋体抗体明

胶颗粒凝集试验进行确认#确认为阳性者判为阳性#检测结果

为阳性者血液均作报废处理(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

资料以
,

$

^

&表示#采用
!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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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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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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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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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孝感市无偿献血者梅毒检测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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