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核学生的实习效果"也可以衡量带教教师的实习带教水

平*

(

+

$对实习生的考核"当每个学生在亚专业组实习结束时"

均需要进行出科考核$一方面由专业组长对学生的基础理论

知识操作技能和临床实践能力进行考核"考查学生对所在亚专

业的实习内容掌握情况)另一方面结合学生平时的出勤情况和

学习态度"最后进行评分$对带教教师的考核主要包括医德医

风#专业水平#教学效果#教学态度与教学能力等方面$在学生

中发放调查问卷表"要求学生如实填写$汇总后"将考核意见

反馈给本人"认真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促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K

+

$

*

!

讨
!!

论

!!

临床实习教学是医学教育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临床

实习生而言"是他们从学习到工作角色转换的非常重要的中间

时期$医疗模式从过去的直觉医学到现在的循证医学"发展到

未来的精准医学"对检验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临床

实习中"实习学生既要传授医学知识#临床操作技能"又要学习

人文知识$临床实习教学质量的好坏对实习学生的未来将产

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规范化的实习教学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完

善的教学管理制度#优秀的带教师资队伍#合理的教学实习计

划#严格的教学实施#科学的考评制度是保证实习质量的关键$

检验科作为医院的极其重要的公共技术平台"应该在临床实习

带教工作中不断探索#改革"规范实习管理体系"提高临床实习

教学水平"培养出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良好的职业道德#精湛

的专业技能的优秀检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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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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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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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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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在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的资助下"建立同

位素稀释质谱技术开展国际比对"研制血清葡萄糖国家标准物

质"并应用于参考测量实验室的血糖能力评估"验证我国参考

测量实验室血糖测量能力"为参考测量程序提供可溯源性"报

道如下$

$

!

计划概述

$#$

!

项目简介
!

葡萄糖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人

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血糖浓度测定#口服糖耐量试验是临

床诊断糖尿病的重要指标*

!

+

$人血清葡萄糖的常规测定方法

主要包括葡萄糖氧化酶法和己糖激酶法$葡萄糖氧化酶法操

作简便"性能较好"广泛用于临床"但是此方法线性范围较窄"

抗干扰能力稍差)己糖激酶方法性能优于前者"但由于价格偏

高"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干化学法快速简便"主要用于急诊*

"

+

$

参考测量程序!亦称参考方法"是经过充分研究的测量程序"给

出的量值测量不确定度适合其预期用途"主要用于评价测量相

同被测量的其他测量程序*

&

+

$血清葡萄糖测定的一级参考测

量程序是同位素稀释质谱法&

6TVG

'"二级参考测量程序是己

糖激酶分光光度法*

.

+

$,血清葡萄糖测定参考方法-

1G

%

P

&F$-"$!!

是由卫生部临床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改采用由

国际检验医学溯源联合委员会&

X:PHV

'批准的,

:T:

人血清

葡萄糖己糖激酶参考方法&分光光度法'-"并参考
6GJ!F!'&

!

"$$'

,体外诊断器具
-

生物源样品中量的测定
-

参考测定程序的

表述-适当增加内容*

F

+

$

$#%

!

参加实验室
!

本次选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实验室建立

的同位素稀释质谱法作为参考值的确定方法$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建立的同位素稀释质谱法参加了
::gV

的血糖国际比

对
::gV e!!#!

和
e!!#"

*

(

+

$本次能力验证得到了国家科技

基础性专项项目&

"$!!OQ!&$!$$

'的支持$共
!$

家来自北京#

上海#广东#四川#浙江#吉林共
F

省的
!$

家血糖参考实验室参

加了本次能力验证项目"包括医院#临床检验#医疗器械及民营

实验室等$每个参加实验室被赋予唯一的实验室代码"能力验

证相关报告均按代码标识参加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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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

')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

')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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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

%#$

!

方案设计
!

依据
:[/G-:H$&

!

"$$(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

可规则-

*

%

+设计本次能力验证$

%#$#$

!

样品制备及浓度水平
!

本次
0P

样品为健康人血清样

品和添加样本"依据
:[/G-:H$&

!

"$$(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

规则-$本次能力验证样品为血清中葡萄糖基体标准物质样

品"按照一级标准物质技术规范&

XX<!$$(-'.

'

*

K

+进行制备$每

家机构将获得
"

个浓度水平的样品"各浓度样品量不少于
!$

瓶"每瓶约
$#F@H

$样品基质为人体血清$浓度
!

"量值在

F

!

%@@89

%

H

)浓度
"

"量值在
!"

!

!F@@89

%

H

范围$

%#$#%

!

均匀性#稳定性检验
!

依照
:[/G-<H$&

,能力验证样

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指南-

*

'

+

$均匀性检验方法采用单因子

方差分析法"对检验中的结果进行统计处理$按随机数表随机

抽取各水平样品&

槡C瓶"但不少于
!$

瓶"做瓶间均匀性检验)

每瓶重复测量
&

次"做瓶内均匀性检验$当
0

值小于
0#

&

E!

#

E"

'时"则认为样品足够均匀"样品已经通过均匀性检验$样品

室温放置
.?

保持稳定$未进行过室温下更长时间稳定性试

验$

cK$h

条件下保存可稳定
F

年$

%#$#&

!

样品储存#运输和分发
!

每家实验室发给随机配对抽

取的两个浓度水平的样品"与能力验证实施指南#样品确认单#

实验室代码编号和测量结果总结表等"采用现场或特快专递的

方式发给各参加实验室$样品长期保存需
cK$h

"干冰运输"

以物流方式将样品发送至各参加技术机构$当样品到达后"参

加者应立即核查运输包装是否有损坏#干冰是否还有剩余#样

品是否保持低温状态$如果情况正常"则填写接收交接单"并

发送邮件或传真至组织单位$如果在传送过程中有意外情况

发生"应及时通报组织单位"由组织单位按意外情况进行处理$

%#$#'

!

能力验证方法
!

本次能力验证"参加实验室可选用!

&

!

'

1G

%

P&F$

000,人血清葡萄糖己糖激酶参考方法&分光光

度法'-)&

"

',同位素稀释质谱法&

<:6T

%

VG

或
H:

%

6T

%

VG

%

VG

'测定血清葡萄糖-的
!

种或者两种$参加实验室在收到

样品后"根据检验方法进行检测"最后报告血糖的测量结果$

%#%

!

统计评价方法
!

能力验证统计方法取决于实验结果的总

体分布"通过统计验证实验室的数据分布"以确定合适的统计

方法$

%#%#$

!

数据准备
!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之前"应确保

数据是正确#合理的$输入并检查所有数据结果&必要时经过

转换'"制作显示结果分布的数据直方图"以检验正态性假设$

通过数据直方图检查结果是否连续和对称$

%#%#%

!

总计统计量
!

完成了数据准备"就可以用总计统计量

来描述结果"包括结果数#中位值#标准四分位数间距&

M/S

'#

稳健的变异系数&

3W

'#最小值#最大值和极差等统计量*

!$-!!

+

$

结果数是从一个特定检测中得到的结果总数"符号为
C

$

%#%#&

!

Q

值分析
!

对于参考实验室间的能力验证结果统计"

采用
Q

&

值来进行评价*

!"-!&

+

$

Q

&

N

H

$BL

cH

SQ0

D

"

$BL

D̂

"

槡 SQ0

式中
H

$BL

是

实验室的测量结果"

H

SQ0

是被测物品的参考值$

D

$BL

为参加者

结果的不确定度)

D

SQ0

是参考值的不确定度$可接受的
Q

&

比

率&亦称
Q

&

值'应在
c!

到
^!

之间"即
+

Q

&

+(

!

&判定实验室

的结果为满意"越接近零越好')若
+

Q

&

+#

!

"则判定为不满意$

Q

&

值期望呈正态分布"当
Q

&

明显大于
!

时"应评价该实验室

的所有结果"判定是否存在可能的系统偏离$利用
Q

&

值评定

测量结果是能力验证结果评定的基本方式"但参加实验室必须

正确评定该实验室的不确定度$

&

!

血糖能力验证结果及统计评价

&#$

!

样品
/

血糖能力验证结果
!

见表
!

#图
!

&见,国际检验

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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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

的能力验证结果

实验室代码
Q

&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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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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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2

血糖能力验证结果
!

见表
"

#图
"

&见,国际检验医

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表
"

!!

样品
2

的能力验证结果

实验室代码
Q

&

实验结果
c

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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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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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无数据$

&#&

!

图形显示
!

在最终报告中应有结果的图示及其相关的不

确定度$图
&

#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

件/'分布显示了在表
!

#

"

中的结果$每个参加实验室的值和

参考值用菱形
,

表示$实验室值向上和向下延伸的线段代表

实验室报告的不确定度$

'

!

技术分析

'#$

!

不同参考测量程序的比较
!

绝大部分参加实验室采用第

一法!

1G

%

P&F$-"$!!

血清葡萄糖测定参考方法"该方法采用

在己糖激酶催化下"葡萄糖和三磷酸腺苷&

/P0

'磷&下转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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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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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酸化反应#生成葡萄糖
$%$

磷酸与
&'(

$葡萄糖
$%$

磷酸催化脱

氢#生成
%$

磷酸葡萄糖酸#同时
)&'

还原成
)&'*

$通过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测吸光度%只有
#

号实验室采用同位素稀

释气相色谱质谱法!

+'$,-

&

./

"#对应的前处理方法为衍生

化#先后和盐酸羟胺'醋酐反应#得到糖腈乙酰酯衍生物$利用

+',-./

具有更小的不确定度$

!0"

!

不确定度评定
!

部分参考实验室尚未掌握不确定度评

定#没有依据(测量不确定度要求的实施指南)

*

12

+开展不确定

度评定#对
&

类'

3

类'样品称量'前处理'定值等不确定度分

量不能正确分析和评定#对线性拟合不确定评定基本没有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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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肿瘤标志物
(/&

检测助力前列腺癌有效管理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肿瘤标志物大师班交流会上#西班牙巴塞罗那临床医院生化实验室癌症研究中心主任
V6B6@<.A<=$

76

教授就
(/&

的研究发展'医学价值及其对前列腺癌管理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P*S1RRR

年发布的
(/&

校准方法!

P*SR%

&

%"M

"将截断!

G5:$ABB

"值定为
N017

I

&

?Y

#一般超过
1M7

I

&

?Y

考虑罹患

前列腺癌的可能$但血清
(/&

浓度在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中均有升高#前列腺良性疾病与前列腺癌在
#

!

1M7

I

&

?Y

时

有交叉#存在很高比例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若假阴性出现在
#

!

27

I

&

?Y

#可导致
1!Z

癌症漏检%假阳性在
2

!

1M7

I

&

?Y

出现时#被认为是判断前列腺癌的灰区#

%!Z

良性疾病被错判为癌症$此时#可通过结合
B(/&

计算游离前列腺指数!

Z

B(/&

"#提高检出率$在
:(/&

水平为
2

!

1M7

I

&

?Y

的患者中#以
ZB(/&

为标准可减少
N!Z

不必要的活检#检出敏感性达

R2Z

$

.A<=76

教授介绍了一项覆盖欧洲八个国家'入组
!M

!

"2

岁男性人群的欧洲前列腺癌随机筛查研究!

8V/(-

"#结果发

现#随访至第
R

年时#核心年龄段定期筛查组与对照组的前列腺癌死亡率之比为
M0O!

%随访至第
11

年时#比值为
M0"O

$近

期#在(柳叶刀)杂志上公布的
1N

年随访结果显示#

!!

!

%R

岁男性中#

(/&

筛查使前列腺癌死亡率下降了
#1Z

#且与随访
R

年和
11

年结果相比#获益呈增长趋势$

(/&

筛查也存在潜在伤害#包括过度诊断和随之而来的过度治疗$

.A<=76

教授表示,-筛查前#建议医生和患者讨论检

测项目的选择'益处和可能的副作用#以便患者根据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对有早期诊断要求的人群不应拒绝进行
(/&

筛

查$.

由于
:(/&

检测方法多样#不同厂商试剂'不同检测方法之间差异水平达
1MZ

!

2MZ

$为提高
(/&

检测特异性#临床医

生需结合年龄特异性参考范围'

(/&

抗原密度!

(/&

&

'

"'速率!

(/&[

"'游离与总
(/&

比!

B

&

:

"'外周带
(/&

!

(/&$X\'

"检测

等附加指标综合判断$虽然当前不同
(/&

检测方法之间差异仍较大#但随着诊断技术改进#

(/&

检测精准度正在不断提

高$罗氏诊断
8<@G9

E

9

"

(/&

和
B(/&

检测拥有
P*S

标准溯源#只需一管血#

1O

分钟就能为临床提供准确结果和高医学价

值信息#为患者长期随访提供可靠依据#有助于实现前列腺癌高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