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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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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71#55,,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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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以保证不同仪器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方法
#

按照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109

#有关规定!对
71#55,,

和
0d0/[UU0#Y,,@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从精密度!携带污

染率!线性!与
*7U#+.,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相关性!白细胞分类准确性等方面进行评价%结果
#

71#55,,

及
0d0#

/[UU0#Y,,@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批间$批内精密度及总精密度变异系数"

<R

#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各分析参数的携带污染率

均低于
+=,V

'与
*7U#+.,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各项参数相关性良好'白细胞分类准确性符合要求%

结论
#

71#55,,

及
0d0/[UU0#Y,,@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良好!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在临床应用中可以互换%

关键词"血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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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c71

%'红细胞$

)71

%'血红蛋白浓度$

9b7

%'红

细胞比容$

91%

%'血小板$

<"%

%是临床检查中的常规项目#实

验室对其结果的准确报告#对临床医生的诊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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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本院
-

台血细胞分析仪的性能特点#笔者参照

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109

%推荐的血细胞分析仪评价方

案进行检测)

.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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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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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空腹静脉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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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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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0/[U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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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评

价方案进行(

F=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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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内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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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高'中'低值标本分别连续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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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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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定值#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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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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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临床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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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立即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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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并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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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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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分别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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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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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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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即检测

结果的偏倚(

F=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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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污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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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一高值标本连续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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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随后选取一低值标本连续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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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分类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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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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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

次计算平均值#再由两位经验丰富

的主管检验技师手工分类取均值#计算相关系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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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0<00+8=,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处理#可比性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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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台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批内精密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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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样本
c71 )71 9b7 91% <"%

71#55,,

高值
+=+6 ,=Y5 ,=6- ,=-5 .=,8

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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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
+=+Y ,=Y6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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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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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批间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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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携带污染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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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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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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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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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各检测项目的

###

线性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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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1#55,, U0#Y,,@

c71 ,=>>8- ,=>>5>

)71 ,=>>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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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
#

将
71#55,,

与
*7U#+.,

'

U0#Y,,@

与
*7U#+.,

的检测结果分别进行比较#

c71

'

)71

'

9b7

'

91%

'

<"%

各检

测项目的结果之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故

认为三台仪器测定结果具有可比性(

G=Q

#

白细胞分类准确性
#

取
.,

份抗凝静脉血标本采用
71#

55,,

及
U0#Y,,@

测定
-

次计算平均值#再由两位经验丰富的主

管检验技师手工分类取均值#计算
8

#结果见表
5

(

表
5

##

两台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

##

结果与镜检结果的
8

比较

白细胞分类
71#55,, U0#Y,,@

中性粒细胞
,=>Y-Y ,=>>,6

淋巴细胞
,=>Y$> ,=>Y,.

单核细胞
,=Y$+6 ,=Y->5

嗜酸性粒细胞
,=>,-$ ,=>+8>

嗜碱性粒细胞
,=8.,6 ,=8>+Y

H

#

讨
##

论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靠#已成为各

级医院临床检验的主要手段(随着医院工作量逐渐增大#很多

医院已拥有多台不同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但由于各厂家生产

的血细胞分析仪的原理和采用的试剂性质不同#造成结果可能

存在差异)

5

*

(因此#要保证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之间的一致

性#除了要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还必须建立合理的比对程

序#即用可溯源的检测系统定期对本实验室其他血细胞分析仪

进行比对(同时新鲜全血标本应及时检测#因为新鲜全血稳定

性差#一般要求在
$G

内完成定值及仪器的比对)

8

*

(遇到结果

与临床不符#应及时与临床沟通#为临床提供准确'满意的结

果(实验结果表明#

71#55,,

和
U0#Y,,@

的批内'批间精密度

及总精密度均符合美国临床检验修正法规$

1"!*TYY

%要求#携

带污染率在厂家允许的范围内#且线性良好(

71#55,,

和
U0#

Y,,@

分别与
*7U#+.,

进行比对#全部检测项目的结果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

%#具有可比性)

6

*

(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种血细胞分析仪可以取代人工

染色镜检#都只能作为一种过筛工具)

Y

*

#所以对仪器分类和人

工镜检分类相关性结果显示!

71#55,,

与
U0#Y,,@

的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分类结果与人工镜检结果的相关

性良好#而单核细胞与嗜碱性粒细胞的相关性较差#可能是由

于单核细胞属于体积较大的细胞#易处于血涂片的边缘和末

端#使人工镜检产生较大误差#而嗜碱性粒细胞所占比例较低(

当仪器报警时#特别是怀疑血液病病例时#要以人工镜检确定

的细胞类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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