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文献

)

!

* 万德森
#

临床肿瘤学)

R

*

#"

版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1$"+#

)

"

*

R44;6\J

#

R9AM9D

8

=>90K

#

V9/7\O#OD;;607/79764CF.1

4B9;a6;?656>4

:

B607C4;A>.0.A9>9

::

>.A97.40.06

:

.7=6>.9>

459;.90A90A6;

)

Q

*

#J

@

06A4>c0A4>

#

"%!%

#

!!+

$

"

&!

"$%1"$&#

)

'

*

]60/>6

@

RM#2/76

:

C4;<9;?C4;7<41/76

:

/A;660.0

8

C4;41

59;.90A90A6;

)

Q

*

#QO>.0c0A4>

#

"%!%

#

",

$

!'

&!

"!",1"!'%#

)

$

* 成莉#李琳#邢辉
#j\OO!

基因多态性与卵巢癌对铂类药

物化疗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Q

*

#

临床肿瘤学杂志#

"%!$

#

!)

$

$

&!

'!"1'!+#

)

&

* 罗新#陈永连#郭永梅
#R\P

在卵巢癌定性诊断及其分期

中的应用价值)

Q

*

#

实用妇产科杂志#

"%!%

#

"+

$

!"

&!

&)%'1

&)%&#

)

+

* 李祯#生秀杰#孙曼
#/.\T2

沉默结肠癌转移基因
!

表达

对人类卵巢癌细胞株侵袭转移的影响)

Q

*

#

肿瘤研究与临

床#

"%!$

#

"+

$

!

&!

"$1",#

)

(

* 孙静#周晓梅
#

卵巢癌患者血清
O2!"&

检测的临床价值

)

Q

*

#

放射免疫学杂志#

"%%"

#

!&

$

$

&!

"%'1"%$#

)

,

* 尹伯元
#

标记免疫分析临床应用手册)

R

*

#

北京!原子能

出版社#

!))$

!

$'!#

)

)

* 聂代静
#O2!"&

(

]H$

联合检测及
\cR2

模型在卵巢癌

诊断及预后方面的研究进展)

Q

*

#

临床肿瘤学杂志#

"%!'

#

!,

$

+

&!

&(!1&($#

)

!%

*卢晓哗#林芳芳#方会娟
#O2!"&

在子宫内膜样腺癌组织

中的表达特征及意义)

Q

*

#

广东医学#

"%!%

#

'!

$

!

&!

,&#

)

!!

*钟倩#刘婉敏#芦雅萍#等
#&

种肿瘤标志物检测在卵巢肿

瘤的临床意义)

Q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1,(,#

)

!"

*鲁庆峰
#

肿瘤标志物
OH2

(

O2!"&

(

O2!&'

(

]OJ

联合检

测在卵巢癌患者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

*

#

长春!吉林大学#

"%!!#

$收稿日期!

"%!+1%!1"(

!

收稿日期!

"%!+1%'1",

&

!临床研究!

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比对分析

胡
!

莉!韦永琼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检验科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方法
!

根据美国临床化学标

准化委员会的
HI)12"

文件要求!用适合浓度的新鲜全血标本分别在迈瑞
VO&')%1

"

&

VO&')%1

'

和参比仪器迈瑞流水线
VO+)%%

上对白细胞计数"

YVO

$&红细胞计数"

\VO

$&血红蛋白"

]F

$&血小板计数"

IM3

$

$

项指标进行测定!计算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及相

对偏差!评估结果间的可比性%结果
!

与迈瑞流水线比较!其他
"

台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与其均有良好的相关性"

A

#

%#)(&

$!

相对偏差均小于
!

(

"

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规
X,,

允许误差%结论
!

'

台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保证了检验科

血常规结果的一致性及检验报告的可靠性%

关键词"血细胞分析仪#

!

比对#

!

可比性

!"#

!

!%#')+)

"

-

#.//0#!+('1$!'%#"%!+#!"#%'(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1$!'%

"

"%!+

$

!"1!+,(1%"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因其具有操作简便(检测速度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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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三大常规/之一的血常规#是临床最常见的检测指

标#无论是生病入院还是健康体检都可能需要进行血常规检

测#导致其标本量在每个医院中都是最大的#因而实验室仅仅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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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血细胞分析仪已经满足不了临床的需要#目前大部分

实验室都配有多台相同或不同厂家的血细胞分析仪#不同的血

细胞分析仪使用各自的检测系统#在良好的仪器状态下#各系

统间可能具有较好的重复性#但在不同的仪器之间#由于系统

配置的不同#如检测的方法(反应杯的体积(试剂(质控品(校准

品及所处环境等的不同#可能导致相互间的检测结果有较大的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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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现在同一实验室测定同一标本而得出不一致的

结果'因此#实验室如果不能保证各仪器间检测结果的一致

性#不但会导致检验质量遭到异议(给临床诊疗活动带来困扰#

甚至引发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发生#因此#实验室内部必须首

先实现不同检测系统间结果的统一'

为了满足实验室内部结果的统一#除了应有完善的室内(

室间质量检测体系#还需建立合理的比对程序#定期做好仪器

间的比对工作#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室内

质量控制的一个良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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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同一检验项目在不同仪器或系统上测定时#每年至少

要比对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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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参照
H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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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以相对

偏差小于
!

"

"OMP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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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验证分析质量要求#从

而实现了不同仪器#不同检测系统最终结果的一致性#满足临

床需求'

综上所述#在已实现检验仪器自动化的今天#随着其自动

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检验质量要求更加严格#质量管理也渐趋

标准化#因此实验室必须建立完善的比对程序制度#定期进行

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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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重要的质量控制方法#也是实现新鲜全

血在同一实验室不同血细胞分析仪间传递的可溯源性#从而使

各检测系统之间具有可比性(一致性'只有实验室检测结果的

准确(一致#才能真正满足临床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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