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实验室指标检查结果#而实验室指标检查在疾病诊断*病因

学研究*治疗方案决策和评价中起重要作用)

网织红细胞是晚幼红细胞脱核至形成成熟红细胞的过渡

细胞#胞质中残存嗜碱性物质核糖核酸$

()*

&#经煌焦油蓝等

活体染色后#嗜碱性物质凝聚成蓝黑色颗粒#颗粒与颗粒连缀

成线#线连接成网#故而得名)网织红细胞属于尚未完全成熟

的红细胞#在骨髓中停留一定时间后释放进入外周血)普通显

微镜检查受血涂片制备和主观因素影响#网织红细胞检查结果

精确性较差)目前已有多种检测原理相似的网织红细胞分析

仪#检测结果与手工方法有较好的相关性)采用流式细胞术进

行网织红细胞检测#可将网织红细胞分为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

胞$

Ẁ(

&*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

0W(

&*低荧光强度网织红

细胞$

[W(

&#荧光强度越高#网织红细胞越幼稚'

!

(

)

[W(

是接

近成熟的网织红细胞#胞质中
()*

含量较少#荧光强度弱%

Ẁ(

是较幼稚的网织红细胞#胞质中
()*

较多#荧光强度最

强#

0W(

介于两者之间)未成熟网织红细胞则包括
0W(

和

Ẁ(

)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幼稚网织红细胞数量很少#

Y(W

较少#

[W(

较多)当骨髓造血受到刺激时#较多的幼稚网织红

细胞进入外周血中#导致
[W(4

下降#

Y(W4

升高'

">3

(

)因此#

网织红细胞水平可反映红细胞增生情况#是评价贫血治疗效果

的早期指标#也是贫血患者常规检查和随访检查的主要指标)

不同类型的贫血发病机制不同#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也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溶血性贫血是由于某种原因使红细胞

存活期缩短#破坏增加#超过骨髓代偿能力所引起的贫血'

"

(

)

骨髓受贫血因素刺激后#代偿能力增加至正常的
2

!

1

倍#大量

较为幼稚的网织红细胞从骨髓释放进入外周血#因此与健康者

相比#溶 血 性 贫 血 患 者
(\?

/

*

(\?4

*

Y(W4

*

0W(4

*

Ẁ(4

水平显著升高#

[W(4

水平显著降低$

"

&

%#%$

&)缺铁

性贫血是由于贮存铁大量缺乏#而不能得到足够补充#致使用

于合成血红蛋白的铁不足所引起的贫血)缺铁性贫血早期多

为正常细胞性贫血#表现为轻度贫血#随着病情进展#出现小细

胞低色素性贫血'

"

#

1

(

)缺铁性贫血患者
(\?

/

*

(\?4

*

Y(W4

*

0W(4

*

Ẁ(4

轻度升高#

[W(4

轻度降低#与健康者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由

于造血干细胞或造血微环境功能障碍#具有造血功能的红髓被

脂肪替代#导致全血细胞减少而引起的贫血'

"

(

)再生障碍性贫

血患者外周血网织红细胞明显减少#

(\?

/

*

(\?4

显著降

低#

Y(W4

*

0W(4

*

Ẁ(4

显著升高#与健康者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而
[W(4

轻度降低#与健康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网织红细胞参数是反映骨髓造血功能的重要指

标#特别是
Y(W4

*

[W(4

*

0W(4

*

Ẁ(4

相关参数的变化能

较好地反映贫血患者骨髓增生程度#在贫血性疾病的鉴别诊断

和疗效评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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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比对及临床可接受性评估

苏小伟!

!吕双燕"

"

!#

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昆山
"!$'7!

#

"#

昆山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蓬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江苏昆山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生化分析仪间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临床可接受性%方法
!

以雅培
.1%%%

型生化分析仪为比对仪

器!迈瑞
P_7%%

型生化分析仪为实验仪器!分别检测
7%

例血清标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蛋白&清蛋白&葡

萄糖水平!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对!计算实验仪器和比对仪器检测结果间的系统误差!判断
"

台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临床

可接受性%结果
!

"

台分析仪各指标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结论
!

"

台生化分析仪各指标相关性较好!具有临床可接受

性!可为临床提供一致&可靠的检测结果%

关键词"生化分析仪#

!

可比性#

!

临床可接受性

!"#

!

!%#'&2&

"

:

#;<<=#!23'>7!'%#"%!2#%2#%2%

文献标识码"

P

文章编号"

!23'>7!'%

"

"%!2

$

%2>%17!>%'

!!

临床实验室认可采用的国际标准$

Y_a

"

Y\.!3%"$

与
Y_a

"

Y\.!$!1&

&均对不同系统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检测系统之间的比对试验是实现不同系统测定结果可比性

的重要方法'

!>"

(

)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检验科采用迈瑞

P_7%%

*雅培
.1%%%

生化分析仪进行生化项目检测)为保证检

测结果准确性和二者间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本研究参照美国临

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_Y

&

\-&>*

文件的要求'

'

(

#对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_?

&*总蛋白

$

?-

&*清蛋白$

*YP

&*葡萄糖$

][c

&等项目进行了比对试验和

临床可接受性评估)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各项目高*中*低值新鲜混合血清标本为昆山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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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千灯人民医院门诊或住院患者标本#覆盖线性范围#且至少

$%4

的标本在线性范围外)

A#B

!

仪器与试剂
!

*[?

*

*_?

检测购自中生北控公司#

?-

*

*[P

*

][c

检测试剂购自深圳迈瑞公司)各项目高*低值质控

品购自美国伯乐公司#每天检测
!

次)校准品采用各试剂盒配

套校准品)雅培
.1%%%

参加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评

成绩良好#故作为比对仪器$

X

&%迈瑞
P_7%%

作为实验仪器

$

h

&)

A#C

!

方法

A#C#A

!

批内与批间精密度分析
!

批内精密度!使用新鲜混合

标本连续监测
"%

次#

"E

内完成检测)批间精密度!连续
"%J

收集新鲜混合标本进行检测)分别计算检测结果标准差和变

异系数$

7T4

&)批内与批间精密度评价标准参考'

7

()

A#C#B

!

相关性分析
!

各项目分别收集
1

份门诊及住院标本#

编号
!

!

1

#每天按
!

!

1

*

1

!

!

的在
"

台分析仪上进行检测#连

续
$J

#记录全部结果)建立
"

台分析仪检测结果的直线回归

方程
-9K,eG

#计算相关系数$

4

&)

A#C#C

!

数据处理
!

按
\-&>*

文件的要求对检测结果进行离

群值分析)根据
4

判断比对仪器检测结果分布范围是否合适#

如
4

'

%#&3$

或
4

"

'

%#&$%

#判为
,

取值范围合适#直线回归方

程斜率和截距可靠%如
4

&

%#&3$

#判为比对仪器检测结果精密

度较差或
X

取值范围不合适#直线回归斜率和截距不可靠)

计算比对仪器与实验仪器检测结果之间的系统误差$

LU4

&#

LU49

)

-+5,+

)

"

,+b!%%4

#

-+

*

,+

分别为实验仪器*比对

仪器的医学决定水平)以美国临床实验室修正法案$

.[Y*U

11

&规定的室间质量评价允许误差$

IU(

&范围的
!

"

"

作为标

准#判断
"

台仪器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临床可接受性)

LU4

%

!

"

"IU(

判为
"

台仪器检测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及临

床可接受性)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D@<@F6\B+A/"%%'

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数据分析)

B

!

结
!!

果

B#A

!

批内与批间精密度分析
!

批内与批间精密度分析结果显

示#

"

台仪器批内与批间精密度均符合要求)批内与批间精密

度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批内与批间精密度分析结果#

7T4

$

项目
批内精密度

迈瑞
.1%%%

雅培
P_7%%

批间精密度

迈瑞
.1%%%

雅培
P_7%%

*[? !#2% "#"3 !#7' '#!!

*_? !#&1 !#2% %#1% "#$"

?- %#'2 %#2% %#$1 %#2"

*[P %#'$ %#31 %#7$ %#&$

][c %#7$ %#2% %#2$ %#1&

B#B

!

相关性分析
!

"

台分析仪各项目检测结果直线回归方程

及
4

见表
"

)

表
"

!!

相关性分析结果

项目 回归方程
4

*[? -9%#&17",e%#'!&! %#&&1

*_? -9!#%%&,5%#23$7 %#&&3

?- -9!#%%&,5!#7%&' %#&&7

*[P -9!#%%",5%#'"&1 %#&33

][c -9%#&2%3,e%#!3"7 %#&&7

B#C

!

临床可接受性评价
!

将
*[?

*

*_?

*

?-

*

*[P

*

][c

医学

决定水平带入各回归直线方程#计算
LU4

#并评价临床可接受

性#结果见表
'

)

表
'

!!

临床可接受性评价结果

项目
X+ h+ LU4

$

4

&

!

"

"IU(

$

4

& 评价结果

*[?

$

c

"

[

&

"% "%#%! %#%$ !%

接受

2% $&#'3 !#%$

接受

'%% "&$#$3 !#71

接受

*_?

$

c

"

[

&

"% !&#$! "#7$ !%

接受

2% $&#12 %#"'

接受

'%% '%"#%% %#23

接受

?-

$

H

"

[

&

7$ 77#%% "#"' $

接受

2% $&#!' !#7$

接受

1% 3&#'! %#12

接受

*[P

$

H

"

[

&

"% !&#3! !#7$ $

接受

'$ '7#37 %#37

接受

$" $!#33 %#7'

接受

][c

$

LL@/

"

[

&

"#71 "#$$ '#%" $

接受

2#2% 2#$! !#'"

接受

!%#%% &#31 "#"!

接受

C

!

讨
!!

论

!!

不同品牌*型号生化分析仪检测系统有一定差异#可能会

导致不同分析仪检测结果不一致'

$

(

)保证不同检测系统相同

项目检测结果间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对保证结果的质

量十分重要)对不同的生化分析仪进行比对试验验证#可确保

仪器间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为临床提供一致*准确

的检验结果'

2

(

)

本次比对试验将各项目的医学决定水平带入所建立的直

线回归方程#以所得数值与各项目的医学决定水平做偏差分

析#可在比较范围内对不同仪器间的偏差进行定量评估#再以

!

"

"IU(

作为临床可接受性的判断依据)该方法是进行方法

学比对和偏倚评估的重要策略'

3

(

)本次比对试验参照
\-&>*

文件的要求#对雅培
.1%%%

*迈瑞
P_7%%

生化分析仪
$

个项目

检测结果进行方法学比对和临床可接受性评估)试验结果表

明#

"

台分析仪
*[?

*

*_?

*

?-

*

*YP

*

][c

检测结果
4

均大于

%#&3$

#表明比对仪器$

X

&检测结果分布范围合适#可进一步计

算
"

台分析仪间的系统误差)此外#

"

台仪器
$

个项目检测结

果在比较范围内的
LU4

均符合小于
!

"

"IU(

的允许误差范

围#即在比较范围内
"

台分析仪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目前#同一临床实验室采用不同检测系统检测相同项目的

情况较为常见#因此#评价不同检测系统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尤

为重要)为临床提供准确*有效的检测结果#必须做好不同检

测系统的比对及偏倚评估)本研究证实#雅培
.1%%%

*迈瑞

P_7%%

生化分析仪部分项目比对结果较好#有较好的一致性#

能够满足临床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其对不同检测系统进

行比对'

1>&

(

)尤其在分析仪更换部件*试剂等情况下#更需及时

进行比对#当比对结果超出允许范围时#应及时找出原因#解决

问题#从而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

综上所述#雅培
.1%%%

*迈瑞
P_7%%

型生化分析仪所测指

标相关性良好#具有临床可接受性#能够满足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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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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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于禅城区中心医院分娩的足月&健康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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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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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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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参考区间%以不同来源参考区间为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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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各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判断!比较不同来源参考区间条件下的各指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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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是维持机体正常基础代谢和促进生长发育的

重要激素#对婴幼儿神经系统发育尤为重要)新生儿甲状腺功

能异常可严重影响神经系统及体格发育'

!

(

)因此#研究新生儿

甲状腺功能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相

同指标的参考区间有所差异#制定适合当地新生儿的甲状腺激

素参考区间极为重要)本研究对新生儿进行游离三碘甲腺原

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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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检测#旨在建立适用于本地区新生儿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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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于禅城区中心医院分娩的
$"&

例足

月*健康新生儿#年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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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宫内发育*生长受

限#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或器官畸形#孕妇妊娠期合并自身免疫

性疾病或甲状腺功能异常)另随机选取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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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

A#B

!

方法
!

采集新生儿静脉血
'L[

#

'%%%D

"

L;=

离心
!%

L;=

#分离血清标本#采用美国
PA+TLG=.@Q/6AD

公司
c=;.A/

,BY1%%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
W?'

*

W?7

*

?_̀

水平检测#计算获得本地区参考区间)分别以建立

的参考区间与文献来源参考区间为标准#计算并比较不同标准

条件下各指标的异常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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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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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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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非正态分布数据参考区间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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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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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各指标检测结果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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