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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实验室的快速发展#不同的生化分析方

法'如干式或湿式(在实验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

前#在中国#许多临床实验室已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生化分析仪#对实验室来说#如何评估这些分析仪

的一致性是极其重要的&然而#由于一些实验室对同

一标本在不同仪器上的检测结果存在一些差异#从而

导致临床结果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如何评

价同一标本在不同仪器上的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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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干化学分析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的

急诊检验#与湿化学分析比较#干化学分析具有不受

标本溶血+脂血和黄疸等因素干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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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操作者非常熟悉两种仪器的操作和维

护保养#而且也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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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两种仪器的质量控

制的结果很好#本研究结果显示#无离群值发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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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析两种方法的差异性#与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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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待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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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

果呈现一个小的正偏倚#表明这两种方法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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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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