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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功能亢进儿童的检测值(

2相对健康个体3指不患影响所建立参考区间项目测

定结果对应疾病的个体#在建立参考区间的过程中

2疾病个体3与2健康个体3的比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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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值(本研究采用基于四分位距值的箱式图法#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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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较适宜(其二是识别累积频率分布的最佳线性部

分(有研究采用分段回归确定线性部分%

(

&

(本研究

采用
/

语言编程#利用计算机进行穷举法在累积频率

分布的任意两点间进行线性拟合#简单却缜密#可在

短时间内实现循环计算#给出最佳线性分布位点(

本研究利用存储数据建立的
)

#

&

岁
&

组儿童

6̀&

$

6̀*

$

6M#

参考区间与基于健康个体建立的临

床现有参考区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与李怀远等%

%%

&和王洁等%

%$

&建立的参考区间结果

一致(

F

"

结
""

论

""

虽然间接法建立参考区间的思想被广泛引用#但

实际将其用于建立参考区间的相关文献报道却较少#

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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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包含有大量疾病个体检测值#

与国际临床化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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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义参考值的概念不

一致#但其优势是间接参考区间建立的人群与该参考

区间的适用人群更匹配#且在建立的过程中可节省大

量的人力$物力#对医学实验室建立自己的参考区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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