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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台全自动立式血凝分析仪#具备智

能随机分析模式及高速处理能力#可同时进行凝固法(免疫法(

发色法检测'就目前本科室开展的检测项目而言#凝固法检测

的项目有
/:

(

4/::

(

16J

(

::

'发色底物法检测的项目有
4:

(

'免疫比浊法检测项目尚未开展#但准备在近期开展'由于

磁珠凝固法不使用光源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强#不受黄疸(乳

糜(溶血(混浊及试剂本身浓度的干扰#保证了结果的准确

可靠'

本科室自
"'!"

年引进
[:49RV<;DF>6;8

以来#每年
%

月

对血凝仪进行一次性能验证#以确保为疾病诊断和和疗效观察

提供及时准确的检测结果)

%

*

'本文参考了国内文献)

-

*#首次

对本科室
7>?

*

;[:49R

检测系统的精密度(准确度(携带污染

率(线性范围(参考区间进行了验证'

研究表明该系统精密度高(重复性好#本次精密度验证试

验
&

个项目的批内不精密度和批间不精密度均符合标准'各

验证项目的
MB.

均小于
&.

#符合要求'另外该仪器参加了

卫生部临检中心和天津市的室间质评#多年来室间质评的成绩

均优秀#正确度可靠'

16J

(

4:

(

线性关系良好#满足临床检测

要求'携带污染率结果表明仪器具有良好的自洁系统#为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

"'

例健康体检者检测结果显示#

其参考个体符合引用参考区间的比率)

I

$

.

&*均大于
('.

#说

明目前引用的参考区间适用'

综上所述#

[>?

*

;[:49R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是一款性能良

好的全自动血液分析仪#适合大型综合医院大批量凝血检测分

析)

,

*

#方法学的稳定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可以满足临

床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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