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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OT)

#

CDEJ6/A=<D<BCE>D<I<?

DAOFA>NG<EJE>D<QAN

R

QHD>AGIEJEJTEJ<>C

L

FA=

L

FEDE=C

!

<=DF<=

L

G<?

IEG

R

Q<J<EG

R

O<GGFA=<=

(

Z

)

6̂C

L

EDAJA

8R

#

$'%:

#

:

$

$$

%!

$23'?$2%96

(

5

)

[CDOEJKZ\

#

[<DOF<=A> .̂

#

/EJICGZ[

#

CDEJ6-EDHGEJF<=DAG

R

AK

CEGJ

RL

G<IEG

R

Q<J<EG

R

O<GGFA=<=

(

Z

)

6(E>OCD

#

$'':

#

59%

$

$:

%!

$5''?

$9&26

(

9

)

!A

8

NE>A=V/

#

!EHI ^

#

\CG

8

E><V6)>D<I<DAOFA>NG<EJE>NADFCG

EHDAE>D<QAN<C=

(

Z

)

6.J<>(<BCGV<=

#

2&&5

#

3

$

9

%!

3#'?3336

(

#

)

!A

8

NE>A=V/

#

+>BCG><SS</

#

[EOTE

R

+0

#

CDEJ6)HDA<IIH>CJ<BCG

=CGAJA

8R

!

OHGGC>DN<E

8

>A=D<OE>NOJ<><OEJOFEJJC>

8

C=

(

Z

)

6PAGJNZ

_E=DGAC>DCGAJ

#

2&&%

#

$9

$

:

%!

5539?55%36

(

:

)

+>BCG><SS</

#

(JCA)

#

/ANNE[6+>DCG

L

GCD<>

8

=CGAJA

8

<OEJDC=D=<>N<?

E

8

>A=<>

8

EHDA<IIH>CJ<BCGN<=CE=C=

(

Z

)

6,CI<>(<BCGV<=

#

2&&3

#

23

$

3

%!

$:$?$326

(

3

)

[HGEDAG<(

#

_GE><DA)

#

[HGEDAG</

#

CDEJ6)>D<I<DAOFA>NG<EJE>D<?

QAN<C=E>NADFCGE>D<QAN<C=<>

L

G<IEG

R

Q<J<EG

R

O<GGFA=<=

!

N<E

8

>A=D<O

E>N

L

GA

8

>A=D<OBEJHC

(

Z

)

6.J<>(<BCGV<=

#

2&&%

#

$2

$

#

%!

2:$?23:6

(

%

)

BE>PEDCGZ

#

.AA

L

CG)

#

,HGF.V

#

CDEJ6VCDCOD<A>AKEHDAE>D<QAN<C=

DAGCOAIQ<>E>DI<DAOFA>NG<EJ

L

GADC<>=<>

L

ED<C>D=M<DF

L

G<IEG

R

Q<J<EG

R

O<GGFA=<=

(

Z

)

6-*>

8

JZ[CN

#

$''%

#

52&

$

:9

%!

$533?$5%&6

(

'

)

(CH>

8

/,

#

.A

LL

CJ0(

#

)>=EG<)

#

CDEJ6)>D<I<DAOFA>NG<EJE>D<QAN?

<C=<>

L

G<IEG

R

Q<J<EG

R

O<GGFA=<=

(

Z

)

6,CI<>(<BCGV<=

#

$''3

#

$3

$

%

%!

:$?:'6

(

$&

)

[HGEDAG<(

#

[HGEDAG</

#

_GE><DA)

#

CDEJ6"FCMC=DCG><IIH>AQ?

JADD<>

8L

EDDCG>AKE>D<?I<DAOFA>NG<EJE>D<QAN<C=<=<>NC

L

C>NC>DAK

DFCOJ<><OEJCU

L

GC==<A>AK

L

G<IEG

R

Q<J<EG

R

O<GGFA=<=

(

Z

)

6V<

8

(<BCG

V<=

#

2&&#

#

53

$

$3

%!

$&%?$$26

(

$$

)

C̀GDCJD,

#

0<C

8

CG0

#

,CJI<.

#

CDEJ6)=C>=<D<BCQCENE==E

R

KAGE>?

D<I<DAOFA>NG<EJE>D<QAN<C=

!

OF<

LL

<>

8

EME

R

ED)[)?>C

8

ED<BC

L

G<?

IEG

R

Q<J<EG

R

O<GGFA=<=

(

Z

)

6̂C

L

EDAJA

8R

#

2&&3

#

9#

$

9

%!

:#'?::#6

(

$2

)

[ADCT<,

#

(CH>

8

/,

#

.A

LL

CJ0(

#

CDEJ6f=CAKENC=<

8

>CGDG<

L

JCCU?

L

GC==<A>F

R

QG<NOJA>CKAGDFGCCN<KKCGC>DJ<

L

A

R

JNAIE<>KAGDFCNC?

DCOD<A>AKE>D<I<DAOFA>NG<EJEHDAE>D<QAN<C=

(

Z

)

6̂C

L

EDAJA

8R

#

$'':

#

29

$

$'

%!

'3?$&56

(

$5

)

Z<E>

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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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比较及其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断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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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质控限值时#其室内质控的结果按
+29

和
+59

规则判断报警

和失控次数#结果前者$按统计学方法设置质控限值%报警和失

控次数明显多于后者#且前者假失控概率偏高#因此设置质控

限值对室内质控至关重要*

F6G

!

由于现代仪器作为临床检验精密度的提高#给统计学室

内质控的运行也增加了难度(

9

)

*因为仪器或检测系统精密度

的提高#使得检测质控品的标准差$

9

$

%变小#按统计学理论设

置的质控限值$

59

$

%就要小*这样在日常工作中#各室内质控

品测定时就很容易导致失控#如本组中
(V̂

的室内质控#由

于平均值$

,

%为
5$363&

而标准差$

9

$

%仅为
26%%

#质控限值
59

$

为
%6:9

#使得质控限值很小#容易导致失控#在临床实际中

(V̂

在
5$363

时增加或减少#

%6:9(V̂

对临床诊断意义不

大#可以认为是假失控#这种情况在检验工作中非常常见#也导

致检验人员对室内质控失去信心*如以
$

"

9"*E

推算
9

再按

59

设置质控限#就可减少假失控#又可达到临床允许误差的需

要$见表
2

%*

综上所述#在统计学室内质控过程中#如检测系统精密度

好#使得标准差很小时应以
$

"

9"*E

推算出
9

再设置质控限#

至于
$

"

9"*E

是否合理#有待检验学者进一步研究#而对于精

密度差导致
9

过大的检测系统#应进行改进并达到检验最基

本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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