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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不同厂家校准品复溶后的稳定性!判断其能否达到说明书要求%方法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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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个厂家校准品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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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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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厂家校准品复溶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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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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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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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钙"

3B

$水平进行为期
=-F

的监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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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厂家校准品复溶后!

h%-\

条件下
1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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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G

的
=-F

均

值处于较稳定状态!

3B

水平在
*-F

内较稳定!

*-F

后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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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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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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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个厂家校准品均通过了厂家说

明书的验证!即在
h%-\

条件下可稳定
%O

或
*-F

%

关键词"校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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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测量结果的标准化*一致化是国内外研究的热

点之一)在仪器测量精密度良好的前提下#测量系统校准是保

证测量结果准确的关键步骤'

+$%

(

#而校准品质量的保证是执行

有效校准的前提'

*

(

)目前#国内外校准品厂家繁多#各厂家对

校准品的复溶方法*保存条件及有效期均有详细说明)为保证

校准效果准确可靠#需要对校准品的保存条件及有效期进行验

证)厂家声称的有效期一般是复溶后
?F

$

=\

&或
%O

$

*-F

$

h%-\

&#对于大多数实验室来讲#校准品复溶后一般分装保

存在超低温冰箱$

h?-\

$

O-\

&或普通冰箱$

h%-\

&)为

了验证校准品复溶后的稳定性#本研究对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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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厂家的校准品复溶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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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进行了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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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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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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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德国罗氏公司*深圳迈瑞公司*四川迈克

公司和上海蓝怡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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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的生

化多项复合校准品 $批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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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厂家校准品各
.

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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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
&

支#开瓶后按照各厂家说明书进行复溶%复溶后

分别将不同厂家校准品置于洁净烧杯中#磁力搅拌棒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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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使用移液器将校准品按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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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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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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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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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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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箱保存#其余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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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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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瓶均值和变异系数$

,V

&值!校准生化

仪后#取分装好的各厂家校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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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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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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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测量值%以后每天各取一支进行测量#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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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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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连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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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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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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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记录

每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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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品校准后的校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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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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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品靶值"$校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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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值
h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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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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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0VV+?,--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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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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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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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品开瓶时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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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均值与开瓶时均值之差均匀地分布在/

-

线0两侧#未呈现

上升或下降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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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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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的校准因子数仍会出现较大波动#

即使使用同一厂家同一批号校准品对生化仪进行校准#其校准

因子
1

值也会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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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品开瓶时检测结果

厂家 项目
1S6

$

5

"

S

&

60

$

H

"

S

&

XCG

$

//@C

"

S

&

3B

$

//@C

"

S

&

1

均值$

If:

&

.+,&..f-,O)* )*,-%&f-,=O- ++,%.*f-,-O? %,&O?f-,-*+

,V

$

[

&

-,.*- -,.-) -,?&. +,+)%

P

均值$

If:

&

+-),*=Of-,.?% )*,??.f-,*O% ++,++?f-,-?% %,??)f-,-=)

,V

$

[

&

-,.%* -,?+- -,&=. +,&*=

3

均值$

If:

&

+%=,?**f+,-=% =O,O=-f-,=%- +=,&)-f-,-O. *,?=+f-,-)?

,V

$

[

&

-,O*) -,O). -,&-= +,)%+

Y

均值$

If:

&

.),))-f-,O&. =%,&=)f-,*?= +-,*%%f-,-&* %,%?+f-,-*)

,V

$

[

&

-,.+- -,O?O -,&-& +,)*+

表
%

!!

=

厂家校准品稳定性检测结果

厂家 保存条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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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是医学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

的准确与否依赖于测量系统的校准品是否可靠有效#而生化复

合校准品的质量是保证校准有效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讲#临床

实验室校准品复溶后的使用周期依据校准的频率而定)

对于大型单位#一支校准品复溶后可在
+

$

%

周内用完)

而对于小型单位#由于某些项目校准周期较长且用量较少#其

校准品复溶后需保存
+

月至数月'

=

(

)然而市售的校准品大多

为复合校准品#其给定的复溶后的有效期一般在
%O

$

*-F

#如

胆红素复溶后的有效期更短)而有些小分子产品$

60

*

XCG

&校

准品比较稳定#其复溶后的有效期可大于
*-F

#也有离子产品

校准品复溶后的有效期可能小于
*-F

)从临床角度考虑#进行

校准品复溶后稳定性的监测#可达到既节约成本又保证校准品

质量的目的)

本研究将国内外
=

个厂家校准品复溶后保存于
h%-\

和

hO-\

两种条件下#监测其
1S6

*

60

*

XCG

和
3B

的稳定性#结

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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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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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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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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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B

%g的
=-F

均值*

3T

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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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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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开瓶时均值较接近%

1S6

*

60

*

XCG

和
3B

的
=-F3T

值分

别小于
+,)[

*

+,-[

*

+,-[

和
*,)[

#与卫生行业标准-临床生

物化学常用检验项目分析质量指标.中规定
&[

*

%[

*

*[

*

%[

相比#除
3B

外其他
*

项均能很好地满足检测工作要求#其中

3B

水平的
=-F3T

值偏大并不一定是校准品不稳定所致#可

能是仪器环境*状态*试验用水等影响因素导致的)同时#

=

个

厂家校准品在
h%-\

和
hO-\

条件下保存时#其
1S6

*

60

*

XCG

水平在
=-F

内处于较稳定状态#而其
3B

水平在
*-F

内较

稳定#

*-F

后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

1

*

P

*

3

*

Y=

个厂家校

准品均通过了厂家说明书的验证#即在
h%-\

条件下可稳定

%O

或
*-F

)临床经验认为校准品复溶后在
hO-\

条件下的保

存效果要优于
h%-\

#这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提示临床实验

室中不同项目的校准周期不一致'

=

(

#其校准品复溶后的有效期

亦不一致)临床实验室可进行实验验证或从厂家获取不同项

目的稳定性试验数据#以节约成本*保证质量)

从不确定度的角度来讲#除了校准品自身的不确定度外#

校准过程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度#评定测量结果不确定度时需

要将其考虑在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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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心理压力源!并为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生提供初步的干预策略%

关键词"检验技师#

!

心理压力#

!

压力源#

!

心理干预

!"#

!

+-,*.&.

"

>

,"99<,+&?*$=+*-,%-+?,%%,-)=

文献标识码"

P

文章编号"

+&?*$=+*-

"

%-+?

$

%%$*%++$-=

!!

心理压力是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对具有威胁性的刺激情境

或事件短时无法摆脱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持续性*紧张性的综合

心理状态#由压力源*压力感和压力反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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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医

生对检验结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对检验工作的时效和质

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患者权益意识的高涨及自我保护意

识的提高#也给检验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检验人员在

工作中承受的心理压力已成为一种职业危险#不仅直接影响其

身心健康#还会给医疗工作带来较大安全隐患)而目前检验人

员的心理压力问题既未得到医院管理者的关注#也未得到心理

学家的研究)本研究探讨检验人员心理压力的原因及其干预

策略#旨在帮助检验人员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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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压力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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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压力源是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压力

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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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影响生活的程度分为急性压

力源和慢性压力源%按照来源分为生物性压力源*精神性压力

源*社会环境性压力源%按照形式分为慢性压力源范畴的工作

压力*社会压力*生活压力#以及横跨急*慢性压力源的医患关

系等)由于生物性压力源*精神性压力源*社会环境性压力源

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检验人员心理

问题的根源时#把
*

种压力源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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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
!

本研究之所以把医患关系独立分析#而非放

在工作压力或社会压力内#是因为医患关系已成为当今医学界

最主要的压力源)目前#媒体不时报道各种医疗纠纷和医患矛

盾事件#部分纠纷甚至演化成恶性的杀医案)据中华医院管理

学会
+

项调查显示#全国
?*,**[

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

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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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到两年时间内经媒体曝光*产

生较大影响的暴力伤医事件有
*-

多起)

医患风险不仅会瞬间爆发#也会长期存在#成为横跨急*慢

性压力源的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法律意识*维权意识

的不断高涨#尤其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举证倒置0的出

台#使得医疗纠纷投诉呈急剧上升趋势)医院管理层面对舆论

的巨大压力#越来越重视患者的投诉#并出台严厉的惩处政策#

使检验人员的职业风险越来越大)医院要求医务工作者打不

还手*骂不还口#但个别性格暴躁的患者及其家属对多种因素

$如新生儿血管太细*成人太胖等&造成采血不顺利这种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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