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诊断为梅毒的患者尽早采取规范治疗#可改善妊娠结局及围

生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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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仪两模块部分项目的比对校正

张锡清!张
!

静!侯雅萍"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对美国贝克曼
R<=C?>@0VR/%%

全自动生化仪的
R̀

和
RR

两个部分均能检测的血糖"

O*!

#%

总蛋白"

'I

#%清蛋白"

;*_

#和肌酐"

R@

#

#

个项目"由于方法学上的差异和部分项目参考值范围的不统一#及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和
RR

两个部分检测的
#

个项目的结果进行比对校正$方法
!

先检测仪器两个

部分的精密度!再以
0VR/%%

全自动生化仪的
RR

部分的测定结果作为参考方法的测定值"

+

#!以
0VR/%%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的
R̀

部分的测定结果作为比较方法的测定值"

4

#$对结果作直线回归分析!将换算后的各个项目的

直线回归方程的斜率%截距作为仪器的校正参数!并作校正后数据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的
R̀

和
RR

部分均有良好的精密度$

O*!

%

'I

%

;*_

%

R@

需要进行系统的比对校正$结论
!

对
0VR/%%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的
R̀

部分的
#

个项目作比对校正后!与
_>GJAB79R<=C?>@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R

部分的测

试结果基本一致!实验结果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关键词"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校正&

!

检测功能

012

!

"%,$3&3

"

4

,5667,"&-893#++,8%"%,8%,%$"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93#++

"

8%"%

#

8%988$+9%$

!!

贝克曼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化学分析物系统

&

R̀

'和化学分析物试剂处理系统&

RR

'部分均能检测血糖

&

O*!

'+总蛋白&

'I

'+清蛋白&

;*'

'和肌酐&

R@

'等项目)在同

一实验室内对同一检测项目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检测时#由于方

法学上的差异和部分项目参考值范围的不统一#临床上对实验

数据产生困惑#也给检验科对临床的解释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根据美国临床检验修正法规&

R*2;l//

'中有关质量评估的要

求#检验科应有具体的措施#使同一项目不同测定方法的报告

具有可比性)因此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R9

R*Y

'

)I39;

文件1

"

2

#对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和

RR

部分均能检测的
O*!

+

'I

+

;*_

和
R@#

个项目进行了回

归校正#并对校正前后的检测数据进行了配对
J

检验#使仪器

的两个检测系统的测定结果具有可比性)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检测对象
!

收集
8%%3

年
/

!

3

月本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的

新鲜血清共
#%

例)

B,C

!

标本采集与保存
!

全部受检对象均于清晨空腹采集静脉

血
#A*

于标准真空管#分离血清#于
8M

内检测完毕)

B,D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使用美国贝克曼
0VR/%%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试剂选用由贝克曼公司提供的配套试剂盒)

B,K

!

方法

B,K,B

!

每个项目各选用
8

例样品&

"

例正常#

"

例高值'在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和
RR

部分上各测
8%

次#并

做批内重复性检测)

B,K,C

!

选取
"

组患者&

/

例'的新鲜血清#分成
8

例#同时在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和
RR

部分上作
O*!

+

R@

+

'I

+

;*_#

个项目的测定#连续
+

个工作日#结果作线性回归

方程#对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R

部分测定结果进行

校正)

B,K,D

!

随机选取
#%

例新鲜血清#分别作校正后两组数据

&

0VR/%%

全自动生化仪的
R̀

和
RR

部分'的配对
J

检验)

B,K,K

!

质量控制
!

每天使用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质控

物#除开机检测一次质控外#至少随标本再检测一次#间隔
8M

以上)确定在控后#再检测标本)

B,N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用
)EG>C

软件统计)以
0VR/%%

全自

动生化仪的
R̀

部分的测定结果作为参考方法的测定值&

+

'#

以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R

部分的测定结果作为比

较方法的测定值&

4

')配对
J

检验使用
)EG>C

软件内的成对双

样本均值分析)

C

!

结
!!

果

C,B

!

每个项目各选用
8

例样品&

"

例正常#一例高值'在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和
RR

部分上各测
8%

次&批

内重复测试'#数据统计见表
"

+

8

)结果重复性+精密度均符合

仪器的要求)

C,C

!

0VR/%%

全自动生化仪的
R̀

和
RR

部分测得的
#

个项

目的
I

&

%,3-+

#

8

个部分的结果相关关系良好)设定
0VR/%%

全自动生化仪的
RR

部分的测定结果作为参考方法的测定值

&

+

'#以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部分的测定结果作

为比较方法的测定值&

4

'

,

对结果作直线回归相关分析#见表

$

)

C,D

!

用直线回归方程的参数作为
R̀

部分的校正参数#随机

选
#%

例新鲜血清#在
R̀

与
RR

部分同时检测
#

个项目#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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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校正后两组数据&

0VR/%%

全自动生化仪的
R̀

和
RR

部分'

的配对
J

检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校正前后两

组数据的检验结果见表
#

)

表
"

!

0VR/%%

仪上
R̀

和
RR

部分
#

个项目重复性检测结果统计$中水平浓度&

项目
O*!

&

AA<C

"

*

'

R̀ RR

'I

&

L

"

*

'

R̀ RR

;*_

&

L

"

*

'

R̀ RR

R@

&

#

A<C

"

*

'

R̀ RR

>

#,-# #,#+ +-,%+ +/,"+ $%,$% $",%% +","+ +-,&+

8 %,%# %,%+ ","% ",%# %,+- %,#& %,3$ %,//

%B

&

.

'

%,/8 ","8 ",3$ ",-3 ",/3 ",#/ ",/8 ",+8

仪器规定
%B

&

.

'

8,%% 8,%% 8,%% $,%% 8,%% $,%% $,%% 8,%%

表
8

!

0VR/%%

仪上
R̀

和
RR

部分
#

个项目重复性检测结果$高水平浓度&

项目
O*!

&

AA<C

"

*

'

R̀ RR

'I

&

L

"

*

'

R̀ RR

;*_

&

L

"

*

'

R̀ RR

R@

&

#

A<C

"

*

'

R̀ RR

>

"&,-- "#,#8 /&,/+ /3,8+ +%,$+ +&,$% $-$,%+ #+&,3%

8 %,"& %,%- ","# ",$- %,+3 %,+- +,&/ #,/"

%B

&

.

'

%,3- %,+% ",$" ",+# ","- ",%" ",+8 ",%+

仪器规定
%B

&

.

'

8,%% 8,%% 8,%% $,%% 8,%% $,%% $,%% 8,%%

表
$

!

0VR/%%

仪上
R̀

和
RR

部分
#

个项目测定值及回归处理结果

项目
R@ ;*_ O*! 'I

I

值
%,333- %,33// %,333 %,338#

回归方程
4Z%,3$-%+[&,&&-/ 4Z%,3&"#+c%,#&$8 4Z%,3/#%+[%,#&// 4Z%,3+&&+[%,$-/#

表
#

!

R̀

'

RR

部分校正前后两组数据的显著性检验

项目
校正前

J

值
!

值

校正后

J

值
!

值

O*! "+,/- ",$")9"/ %,%3 %,3$

'I "%,8+ ",8/)9"8 %,$& %,-8

;*_ /,/3 &,/#)9"" %,8$ %,/8

R@ &,"+ $,"&)9%- %,+" %,&"

D

!

讨
!!

论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检测系统由模块化学分析

物系统&

R̀

'和化学分析物试剂处理系统&

RR

'两部分组成)

R̀

与
RR

部分均能检测
O*!

+

R@

+

'I

和
;*_

)

8

个测试模块

R̀

和
RR

两部分#所用试剂和检测的方法学存在一定的差异)

RR

部分测定
;*_

的方法学为一种定时终点法#

R̀

部分测定

;*_

的方法学为使用溴甲酚紫试剂的重铬酸盐数字终点法)

RR

部分测定
R@

的方法学是一种经过修改的速率分析法#

R̀

部分测定
R@

的方法学为速率分析法)

RR

部分测定
O*!

的

方法学为定时终点法#

R̀

部分测定
O*!

的方法学为氧气速

率分析法)

RR

部分测定
'I

的方法学为定时终点双缩脲法#

R̀

部分测定
'I

的方法为速率双缩脲法)贝克曼公司提供

的试剂使用说明书中推荐参考值的范围也是不统一的)在实

际工作中#同样的项目#

R̀

部分的检测数据比
RR

部分的检测

数据偏低)同项目两种结果+两个参考值#给临床诊断带来不

便#也给检验科对临床的解释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在临床检

验工作中#有必要对此种情况进行系统的比对校正#使两模块

检测的数据具有可比性1

89#

2

)

在进行可比性校正前#首先保证
8

个模块状态良好#系统

具有很好的精密度)直线回归评估#

+

的取值范围必须适当#

I

&

%,3-+

#认为
+

方法取值范围适当)若
I

#

%,3-+

#必须再做

实验扩大数据范围)两个部分结果的相关关系符合要求才能

做系统直线回归的校正)另外应使用患者的新鲜血清#尽量在

8M

内完成#而不能使用质控品和校准品#因基质液的差异会

对某些项目造成较大的影响1

&9-

2

)

本研究对
O*!

+

R@

+

'I

和
;*_#

个项目在
_>GJAB79

R<=C?>@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系统
8

个模块上测得

的两组数据做配对
J

检验#结果表明
O*!

+

R@

+

'I

和
;*_#

个

项目的数据在校正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应进行校

正)将换算后的各项目的直线回归方程的斜率+截距作为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R̀

部分的校正参数#输入仪器

后#在仪器的
8

个模块上再作批量样品的
#

个项目的检测#得

到的结果作配对
J

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0V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R̀

模块作了校正后#与
RR

模

块测得的结果一致#参考范围统一)说明
O*!

+

R@

+

'I

和

;*_#

个项目在仪器的
8

个模块上测得的数据具有良好的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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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倍显微仪检查阴道分泌物病原体的结果分析

张雪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用超高倍显微仪活体检查阴道分泌物!了解桂林地区女性阴道分泌物的病原体感染率并指导

临床防治工作$方法
!

将送检的阴道分泌物直接涂片用超高倍显微仪作活体检查并对所获得结果作统计分析$结

果
!

"8%%

例标本中正常
#3/

例"

#",+%.

#&异常
-%8

例"

+/,+%.

#!并获得各种病原体的感染率$结论
!

桂林地区

女性阴道分泌物的病原体中支原体感染率最高&

8

种或
8

种以上病原体感染率达到
/,#8.

!应引起临床医生在防治

方面重视$

!关键词"

!

显微仪检查&

!

阴道分泌物&

!

病原体&

!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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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倍显微仪具有高放大倍数+高分辨率+暗视野相差光

源等多种功能#活体标本直接镜检可快捷+准确+全面地获得真

实的病原学资料)现将操作程序和结果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8%%3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由本院妇科医生

采集的
"8%%

例疑有妇科炎性反应的阴道分泌物)患者年龄
+

!

-/

岁)

B,C

!

仪器与试剂
!

清华同方超高倍显微镜+

N

^

试纸+

O

染液)

B,D

!

检验方法
!

将阴道分泌物用超高倍显微镜在相差视野下

放大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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