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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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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校正%各项目经回归分析!相关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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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仪器部分检测项目存在偏倚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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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随着业务量的增长#很多医院已拥有多台不同品牌

或不同型号的同一类仪器#由于测定原理或试剂性质的不同#

造成结果存在潜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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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实验室一般只能有一

台比较先进的检测系统参加室间质评#如果不在室内进行比

对#将会使检测结果出现偏差#给临床解释结果带来混乱)提

高同一实验室不同仪器间分析结果的一致性#是检验与临床关

心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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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偏倚评估#找到有效的控制方法#达到

同一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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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检测系统各项检测指标测定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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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项目经回归分析后#均

相关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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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可靠*及时是实验室承诺的质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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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

同检测系统间结果的比对研究不容忽视)在保证快速报告检

验结果的基础上还要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通过建立参比

仪器#用比对实验监控其他仪器能及时避免系统误差的产生#

有效地保证多台仪器在实际工作中交替使用时结果的一致性

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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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的量值溯源和不同检测系统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是医学实验室认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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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技术要素#并强调

比对实验是实现准确度溯源和检验结果可比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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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实验室标本量多#一台仪器不能及时完成所有检验#为了

满足临床需要的快速急诊检验#通常多台仪器交替使用#因此

要进行方法学比对和偏倚分析#若发现有偏倚#必须纠正结果

间的偏差#确保结果的准确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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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临床新鲜血

液样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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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测定及仪器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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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生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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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个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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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定这些有差异的项目时#需对

其进行校正#否则引起结果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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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计算系数对结果进行

校正#其临床效果较好)实验中两检测系统具有良好的相关

性#相关系数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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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明只通过相关性的比对#不能

发现差异#通常不够妥当'

!!

(

)这与张世锟等'

!"

(报道一致#说

明仅用相关性比较不能准确衡量各仪器间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定期对实验室同一项目不同检测系统进行比

对#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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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实验室内质量

控制的一个良好补充)对于使用者#评估的目的在于确定两种

方法在允许范围内能否得到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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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仪器经比对#

部分项目存在偏倚无显著性差异)另外#存在差异的项目#经

过校正之后也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实验室实际应用中取得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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