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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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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建立临床标本的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并使用
ẀMIF

快速实现%方法
!

建立比对模型数据

库!以两差比值法和
+DA99D0

分布法分别评价'建立评价体系后运用到
)(#<

年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显微镜人工计数考核

与评价中%结果
!

+DA99D0

分布评价法不仅能评价计数的重复性!也能评价准确性!在低值和高值标本的比对中均得到满意结果%

结论
!

确立以
+DA99D0

分布评价法结合
ẀMIF

快速实现来建立临床标本的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

关键词"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

!

两差比值评价法'

!

+DA99D0

分布评价法

!"#

!

#(=:"<"

"

@

=A990=#<;:B?#:(=)(#;=#"=(!!

文献标识码"

8

文章编号"

#<;:B?#:(

"

)(#;

$

#"B);"#B(:

!!

显微镜人工计数在血液及体液检验中应用广泛#它是一项

最基础的技术#也是各类自动化血液'尿液分析仪复核规则中

的重要环节(

#

)

*由于器材'操作'人员等各方面的差异#显微镜

人工计数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加强显微镜人工计数技

术#并实施行之有效的比对和考核#既很重要#也很必要*但

是#显微镜人工计数法尚无公认或比较完善的质量保证与考核

办法(

)

)

#也没有比较简便快速的判断方法*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血液体液学检验领域

的应用说明对形态学检验人员的结果比对提出了明确要

求(

:B?

)

!应定期进行形态学检验人员的结果比对'考核并记录#

其中临床样品显微镜人工计数要求每次至少
!

份*荆州市中

心医院医学检验部在申请
%5.#!#$"

认可工作中#探索'建立

了一套临床标本的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并使

用
ẀMIF

快速实现#在
)(#<

年临床标本计数比对中获得满意

结果*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采用一次性带塞刻度尿液试管收集荆州市中

心医院医学检验部住院患者洁净中段尿样#以及乙二胺四乙酸

二钾$

2̀C1Bb

)

%抗凝全血标本*

A=B

!

仪器与试剂
!

显微镜#洁净玻璃试管#改良牛鲍计数板#

一次性
)(

'

*

定量取血管&贝克曼库尔特公司生产的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用校准品
A,-EFATNEJDN

#主要成分为戊二醛化的红细

胞#效期内使用*

A=C

!

方法

A=C=A

!

建立比对模型数据库
!

取
A,-EFATNEJDN

醛化红细胞

液#以生理盐水稀释成
!

种不同浓度的红细胞悬液标本
1

'

8

'

-

'

2

'

`

#由
:

位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员进行红细胞计数*每份标

本计数中央
?

个大方格的红细胞数#得到
#"

组共
;<

个计数数

据$单位!个"大方格%#每份标本于
#=!K

内完成*结果分别记

录在表格上*

A=C=B

!

)(#<

年全科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
!

全年

考核频次为
)

次#每次考核取
!

份临床标本进行细胞计数#包

括正常和异常的血液或尿液标本*所有基础检验室和夜班值

班人员均参与比对#红细胞和白细胞项计数改良牛鲍计数板的

?

大方格$单位!个"大方格%#血小板项计数
!

个中方格$单位!

个"
!

个中方格%并记录每个方格的测定值*

A=D

!

统计学处理

A=D=A

!

两差比值评价法
!

抽取某标本的重复计数值#短时间

内两次计数值之差与二次细胞数之和的标准差平方根之比#即

为两差比值*公式如下!

?\185

$

H

#

[H

)

%"

5,4C

$

H

#

jH

)

%#式

中
185

为绝对值#

5,4C

为平方根函数#公式中#

?

为两差比

值#

H

#

'

H

)

分别为前后两次数得的细胞数*荆州市中心医院医

学检验部以某一标本由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员计数的第一个结

果为
H

#

#同一标本其他次的计数结果为
H

)

进行评价*质量得

分
\#(([

$

?a)(=#

%#根据统计学理论#两差比值
$

#=""

#则再

次结果有显著性差异#故失分系数为$

#(([<(

%"

#=""\)(=#

*

考核要求为质量得分
&

<(

分*

A=D=B

!

+DA99D0

分布评价法
!

由于血细胞在计数池内的随机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分布符合
+DA99D0

分布(

)

)

#可以进行
+DA99D0

分布总体的区间

估计*以
:

位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员的测定为参考方法#每份标

本各计数
?

大方格的细胞数#求得均值为参考值$单位!个"大

方格%#其他计数结果为测定值进行评价*计算参考值的
"">

=1

#将测定值与参考值的
"">=1

进行比较#

'

"">=1

上限#

且
$

"">=1

下限的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ẀMIF

软

件可快速实现参考值的
"">=1

的计算#并可自动判定比对结

果是否满足要求*

+DA99D0

分布总体的区间估计方法如下*

A=D=B=A

!

直接概率法
!

当标本均数
O

'

!(

时#采用直接概率

法计算总体均数
+

的可信区间#

ẀMIF

计算过程如下!设
+

C

\

+DA99D0

$

:

#

+

#

C4è

%#则
+

C

是总体为
+

时抽样
H

'

O

$

:

%的概

率#当总体分别是
(

'

#

'

)

44时#

+

C

\#=((((

'

(="$#(

'

(=$!;#

44渐减小*

当
+

C

&

(=((!

时对应的最大的
+

为
"">=1

上限*

设
+

7

\+DA99D0

$

:

#

+

#

71*5̀

%#则
+

7

是总体为
+

时抽样

H\O

$

:

%的概率*

设
+

2

\#[+

C

j+

7

#则
+

2

是总体为
+

时抽样
H

&

O

$

:

%的

概率#当总体分别是
(

'

#

'

)

44时#

+

C

\(=((((

'

(=($((

'

(=:)::

44渐增大*

当
+

2

&

(=((!

时对应的最小的总体
+

是
"">=1

下限*

A=D=B=B

!

正态近似法
!

当标本均数
O

$

!(

时#

+DA99D0

分布

近似正态分布#总体均数
+

的可信区间可按正态分布近似原理

计算如下!

O_R

&

a5,4C

$

O

%*

当取
"">=1

时#

R

&

\6.4'5%63

$

(=!j(=""

"

)

%

\)=!$

#

其中
6.4'5%63

是返回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函数的逆函数*

A=D=C

!

统计推断的
ẀMIF

快速实现
!

按彭小娟等(

!

)介绍的方

法#利用
ẀMIF

的某单元格调用另一单元格的数据#经合理部

署原始数据'中间计算数据及最终统计分析之间的互相调用#

将原始数据与两差比值评价法及
+DA99D0

分布评价法的最终

统计分析结论部署在同一界面#中间计算数据的单元格隐藏*

使用时只需要在指定单元格录入原始数据即可立即得到统计

结论*

B

!

结
!!

果

B=A

!

模型数据库的两差比值评价法和
+DA99D0

分布评价法的

评价
!

结果见表
#

*

表
#

!!

两差比值评价法和
+DA99D0

分布评价法的评价结果

标本 参考值" 测定值"

.

两差比值评价法

质量得分 符合率$

>

%

+DA99D0

分布评价法

"">=1

符合率$

>

%

1

液
#:(=: ""

!

#!# ;< ?<=$

!

#((=( "<=# #((=$

!

#!"=; "<=#

8

液
<#=: ?:

!

$" ;< !;=?

!

#((=( ";=? ?#=#

!

$#=! "<=#

-

液
?:=( )<

!

!$ ;< !<=;

!

";=$ "<=# );="

!

<)=" "<=#

2

液
#?=: <

!

): ;< ?;=;

!

#((=( "$=; <=)

!

)<=$ "<=#

`

液
#=: (

!

? ;< !"=$

!

#((=( #((=( (=(

!

;=? #((=(

!!

注!

"表示单位为!个"大方格 *

B=B

!

ẀMIF

的快速实现
!

+DA99D0

分布评价法的
ẀMIF

快速实

现#见图
#

$

ẀMIF

表格中各计算公式略%*

图
#

!!

+DA99D0

分布评价法的
ẀMIF

快速实现

B=C

!

比对结果
!

)(#<

年使用
+DA99D0

分布评价法结合
ẀMIF

快速实现的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对全科比对人员进行比对#所

有人员的符合率
&

$(>

#比对合格*

C

!

讨
!!

论

!!

器材'操作'人员等各方面因素均干扰显微镜人工计数质

量*在模型数据库中#为保证计数质量#减小误差#采取的措施

有!$

#

%保证检验人员的素质&$

)

%使用醛化红细胞#避免器材'

操作等原因造成溶血&$

:

%使用同一吸管和计数板#减小器械因

素的偏差*即便如此#单次计数值仍然相差很大#低浓度标本

如
`

液$

<

!

):

个"大方格%的测定最大值与最小值甚至相差数

倍*如何考核与评价显微镜人工计数'建立行之有效的评价体

系#是每个实验室#特别是
%5.#!#$"

现场评审必须解决的

问题*

!!

表
#

可见
!

种浓度的红细胞悬液经两差比值评价法和

+DA99D0

分布评价法的符合率均在
"<=(>

以上*两差比值评

价法用于同一标本重复计数的评价#只能评价重复性#而不能

评价计数的准确性*而
+DA99D0

分布评价法计算参考值的

"">=1

#不仅能反映计数的重复性#也能反映准确性#在低值

标本的比对中也得到满意结果#

ẀMIF

的快速实现使之简捷直

观#更适合多标本'多计数项目'多人参与的质量考核与评价判

断#因此#选择用
+DA99D0

分布评价法结合
ẀMIF

快速实现来建

立临床标本的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

!

种红细胞悬液的
;<

份比对数据经
+DA99D0

分布评价法#

符合率仍达不到
#((=(>

*相关文献亦未见对比对的符合率

为具体要求#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依照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对室间比对的判定标准(

)B:

)

#以符合率
&

$(>

为

比对合格*

结果显示#

1

液的所有同次计数所得得到的
!

个大方格计

数值中#离散程度最大的一组中最小值为
""

#最大值为
#!#

*

经计算
"">=1

为
;:=:

!

#)?=;

#

#!#

的
"">=1

为
##"=:

!

#$)=;

#在
##"=:

!

#)?=;

区间内重合#说明该次计数中#细胞充

池不够均匀#但仍然符合
+DA99D0

分布#其计数质量考核与评

价可以使用
+DA99D0

分布评价法*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

为消除各种误差对评价造成的困扰#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学

检验部对基于
+DA99D0

分布的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与评

价体系进行规范*$

#

%每次比对取
!

份临床标本进行细胞计

数#包括正常和异常的血液或尿液标本*$

)

%计数操作统一化'

标准化*首先#低倍视野观察所有计数区域细胞分布是否均

匀#不均匀则重新充池#选取充池满意者计数*$

:

%所有基础检

验室和夜班值班人员均参与比对#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
?

个大

方格$单位!个"大方格%#血小板计数
!

个中方格$单位!个"
!

个中方格%并记录每个方格的测定值*取
:

位经验丰富的检验

人员的均值为参考值*$

?

%用
ẀMIF

快速实现表格计算出参考

值的
"">=1

#评价比对人员的测定值符合与否#某个检验人员

所有测定值符合率
&

$(>

为考核合格#否则需要查找原因并整

改#再次比对#直到合格*

)(#<

年使用该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

对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比对人员进行比对#所有人员的

符合率
&

$(>

#比对合格*

综上所述#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建立的显微镜人工

计数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既能满足国家实验室认可中关于形

态学检验人员的能力比对要求#又能客观反映检验人员的计数

能力#设计科学#操作性强#通过
ẀMIF

快速实现使数据比对更

简洁直观*

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在显微镜人工计数质量考核

与评价体系的运用体会到#当选用正常尿液标本进行比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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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单位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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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IF

快速实现

(

'

)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

!<=

$收稿日期!

)(#;B()B))

!

修回日期!

)(#;B(!B##

%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

#

) 吴芹#高璀乡
=

以能力为本位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设

置(

X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B)#!#=

(

)

) 沈鑫烽#吴怡春#褚美芬#等
=

以项目为引导的医学检验技

术综合实训课程构建(

X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

$

?

%!

<!B<<=

(

:

) 韩志红
=

我院高职高专医学检验专业.血液学检验/课程

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探索(

X

)

=

医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B#<;#=

(

?

) 马桂芳#潘红宁#杨李#等
=

以,盐卫金域医学检验所-为平

台#构建,检教合一+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体系(

X

)

=

检

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B!$"=

(

!

) 沈崇灵
=

法理学(

'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B!)=

(

<

) 孙金霞#杨李#吴芹#等
=

高职医学检验生产性实训基地建

设实践探索(

X

)

=

医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B

:?:!=

(

;

) 孙金霞#李启松#马桂芳#等
=

项目化教学在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临床生化检验课程的应用探索(

X

)

=

齐齐哈尔医学院

学报#

)(#!

#

:<

$

:)

%!

?":;B?":$=

(

$

) 马桂芳#潘红宁#杨李#等
=

基于工作过程的微生物检验项

目化教学实践与探索(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

) 李启松#史新惠#黄思怡#等
=

项目化教学在临床基础检验

课程中的应用(

X

)

=

教育教学论坛#

)(#;

#

!

$

)

%!

#$<B#$;=

(

#(

)吴芹
=

卫生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X

)

=

卫生

职业教育#

)(##

#

)"

$

))

%!

#:B#?=

(

##

)黄慧芳#徐建萍#林东红
=

项目教学法在临床血液学检验

教学中的尝试(

X

)

=

基础医学教育#

)(#?

#

#<

$

$

%!

<:?B<:<=

(

#)

)闭雄杰#韦忠厅#陶静#等
=

病例教学在高职高专血液学检

验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

)张晓丽#潘静#司维柯#等
=

多渠道网络教学在.临床血液

学检验/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

)牟凤林#王静#邓晶荣#等
=

基于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

源库的高职高专.血液学检验技术/形态学教学模式改革

探索(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

)马桂芳#崔玉宝
=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训室的建设方案与

实施效果(

X

)

=

医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B)!#?=

(

#<

)崔玉宝#马桂芳
=

开展技能大赛对培养医学检验专业技术

型人才的意义(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收稿日期!

)(#;B()B#)

!

修回日期!

)(#;B(!B(<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