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的提高,人才的培养,经济效益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科主任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要搞好医院检验科的管理工作#科

主任需要不断学习#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制订和完善科室各项

管理制度以及考核奖惩制度#用制度来管理和约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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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各医院实验室设备逐步提高#各种

类型的血液分析仪在国内普及#包括进口设备和国内设备)这

些设备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检验质量和工作效率#更为主要的是

为临床提供了最为可靠的试验指标*

"

+

)而规范临床实验室的

科学管理#从检验项目和技术准入#检验人员的资格认定到分

析前质量保证#同时分析过程中的校准#室间质评#室内质控#

标准化操作规程#到检验结果的记录和报告等临床试验管理均

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血液分析仪在临床实验室的操作中其科

学管理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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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实验室布局,实验室管理,

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严格遵守
\]

"

!$&/,7!$$/

&国家标准'

/临床实验室设计总则0#卫生部的发布的卫医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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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文件/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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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实验室定量测定室内质量控制指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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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要求0等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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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血液分析的科

学管理并总结分析如下#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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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分析仪场地的设置要求

>'>

!

不能受磁场,电场,噪音干扰)

>'?

!

必须做到防尘防潮#装备空间(室内温度控制在
"#

!

!#

_

#相对湿度应小于
.$[

)

>'@

!

实验台要稳固,合理#便于工作人员操作)

>'A

!

仪器要设置良好的地线#一般阻抗小于
!

5

为宜)仪器

设置点的周边环境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仪器性能的稳定性#

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因此遇有问题应及时

纠正)

?

!

人员素质条件

使用仪器的操作者#必须专门进行技术培训#掌握仪器的

工作原理和性能#掌握仪器的参数设置及试剂的准备)了解仪

器一般构造#做好日常的保养维护#能处理一般的常见故障及

解释仪器的报警信息#并能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和仪器的各

项标准操作规程)实验室管理者应定期对有关人员进行评估#

实验室工作人员是否有资质#能否达到该岗位的要求#本科室

一直通过考试和考查认可者方能上岗*

#

+

)做好操作人员的评

估#其目的主要是改正工作中的不足#有利于工作目标的顺利

实现#尽可能避免人为的差错事故而影响工作质量(工作人员

具有较高的素质#是仪器正常运转发挥其最好功能的根本保

障)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作者充分认识到工作人员必须要有

高度的责任心和质量意识#实验室才能赢得认可质量信任)

@

!

标本采集

@'>

!

标本的采集必须是静脉血#采集的量既不能多也不能少#

必须严格按抗凝要求采集标本量#否则将造成标本血液凝固或

造成抗凝剂稀释标本的情况出现而检测影响结果)一般抗凝

剂为
b0:97V

!

#抗凝量为
"'#

!

!'!(

K

"

(+

血#标本在室温条

件下
!?

内检测#遇特殊情况无法检测需
&

!

._

左右冰箱冷

藏保存待检)

@'?

!

临床上不主张皮肤穿刺采血#如遇特殊情况如小儿,烧伤

患者等只能皮肤穿刺采血时#其化验结果只能作为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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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校准和比对

A'>

!

血液分析仪的校准是测试结果准确性的根本保证)而同

一实验室同类仪器的校准,比对则体现了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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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条件的限制#往往同一实验室有多种品牌的血液分

析仪#其功能,精密度,线性范围,准确度等技术指标都有所差

别)因此同类分析仪的校准,比对#对同一实验室测试结果的

一致性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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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各个单位的不同条件#采取相应的

方式

A'@'>

!

对有条件的单位#首选仪器供应商提供的配套全血1校

准品2和配套的试剂#这是最理想,最可靠,最应提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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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鲜的全血标本进行校准#本实验室用新鲜血液标

本在其他已确定用配套校准品校准好的,性能稳定的血液分析

仪上进行测定#取其均值&测定次数必须大于
"$

次'#将其均值

视为1标准值2来校准需要校准的仪器)

A'@'?'>

!

校准频度至少每
/

个月以及有下列情况发生时进行

一次校准)&

"

'改变试剂的种类或者批号)但如实验室能说明

改变试剂批号并不影响结果的准确#则可以不进行校准)&

!

'

仪器或者检测系统进行过一次大的预防性维护或者更换了重

要部件#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检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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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或偏移(或者超出了实验室规定的接受限度#采取一般性

纠正措施后#不能识别出和纠正问题时#所有进行过的校准和

校准验证工作都必须记录并写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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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实验室不同的血液分析仪的校准,比对#首先选择

一台本实验室内技术性能最好的仪器#该仪器使用配套的校准

物定期校正#每天有质量控制系统监控#并参加室间质评活动

各项目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其他仪器分别与该仪器比对,校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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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选择高,中,低健康者新鲜血标本测定各项参

数#每份样本测定
!

次#求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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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偏离值公式
!

&确定仪器测定值
N

比对仪器测

定值'"确定仪器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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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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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aG

'

%[

!

&[

,红细胞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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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红细胞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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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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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P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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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PQ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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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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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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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均血小板体积&

TQ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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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依据
2E1,$$$

!

!$$$

文件/质量管理体系0测

质量的指标和结果)

A'@'A'>

!

通过室内质控评价所有血液分析仪系统的稳定性#

仪器每天随机做质控#结果要在
!E0

或
%E0

内#画出质控图#

一定时间内作出质评)一旦超出质控范围#应及时寻找原因#

做好维护排障)

A'@'A'?

!

室间质量评价
!

参加全国,省,市级别的质控测试活

动#将本实验室的结果与同组其他实验室结果和参考实验室结

果进行比对量化本实验室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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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血液分析仪试剂的要求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血液分析仪对试剂的要求都不完全

相同#由于目前试剂的种类繁多#有进口配套的,国产的以及各

实验室自制的等)不同的试剂,即使试剂的配方相同#内在的

一些参数也不完全相同#其中包括试剂的
I

a

值,电导率,渗透

压和离子强度等)而血液分析仪对以上参数的细微变化都非

常敏感#尤其在白细胞分类中特别敏感#表现为在直方图中差

异较大)因此本文提倡使用仪器配套的系列试剂产品)这样#

仪器检测的结果会更为准确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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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数据浮动均值法质量控制

去除每天测定结果中的专科和极端病例数据#计算每天患

者数据中
g]Q

,

8]Q

,

aG

,

PQR

,

PQa

,

PQaQ

,

T+:

,

PTR

等

项目均值作为质控数据并分别绘制成质控图)应用此法通过

对
g]Q

,

8]Q

,

aG

,

PQR

,

PQa

,

PQaQ

,

T+:

,

PTR

失控分

析#能发现来源于患者标本的采集,运送,保存,处理等干扰因

素并及时排除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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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参数对比#

PQR

,

PQa

,

PQaQ

反

映仪器和试剂失控的指标是比较敏感的#其中
PQaQ

是最敏

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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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受检者生理或病理因素

本实验室做实验时#通常会遇到特殊患者如白血病,白细

胞增多症等白细胞异常增高或放,化疗患者白细胞异常减低及

形态异常#或是服用药物造成仪器超线性范围以及形态识别能

力降低等诸多因素的干扰#所以动态观察指标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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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后结果的质量控制

V'>

!

根据直方图及参数变化确定计数结果是否准确及是否需

要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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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验结果各参数之间的关系
!

实验结果的各项参数

之间有内在联系#比如
8]Q

,

aQ:

与
PQR

(

a]

,

8]Q

与
PQa

之间#又如
80g

与涂片的红细胞形态变化之间呈正相关关

系)白细胞与血小板计数值是否与血片上白细胞,血小板分布

情况一致等相互参照#尤其是血小板是否发生凝聚等情况#对

保证质量均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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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征求医护人员对本室结果的评价
!

临床医生对实验

结果的评价也是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临床医生最熟悉患者的

病情变化和疾病发展过程#实验数据是否符合临床也是衡量结

果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实验室要经常定期听取临

床医生的意见以不断完善实验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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