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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合格痰标本至关重要#以不合格痰标本进行培养#其

结果很不准确#甚至出现错误#会给医生以误导)由于口咽部

寄居菌的污染#致使病原体不明#对后期药物治疗带来难度#所

以痰标本在培养前先作涂片检查是下呼吸道标本进行细菌学

检验的原则之一)作者认为纤支镜取痰与质量合格痰标本培

养的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因此普通痰培养留取质量合格的痰

标本是取得可靠结果的关键)痰标本应在使用抗生素治疗以

前采集#否则阳性率降低)若使用抗生素后的痰培养仍为阳

性#表明为耐药菌侏)痰涂片应取
8

张#

"

张以瑞氏染色进行

上皮细胞与白细胞计数#若两者之比小于
"W8,+

为合格的痰

标本)另一张以革兰染色观察有无病原菌存在和细菌形态)

细菌形态在两种以下作为合格痰标本)最好连续
8

次培养同

一种菌株)

痰涂片检查与痰培养结果#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所以基层医院没有条件开展纤支镜取痰技术#

也可把痰涂片检查作为培养前的筛选试验#这是很有必要的)

/8

例合格痰标本中检出
+-

株病原菌#检出率为
-%.

#与国内

报道的纤支镜取痰培养阳性率
-$,$.

相近)真菌检出率为

"8.

#以白色念珠菌为主)近年来由于抗生素大量和不合理应

用#导致真菌感染呈上升趋势#培养前涂片检查可直接发现酵

母样真菌#可尽早向临床发出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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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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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仪是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大型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该仪器具有快速+准确+重复性好等特点)仪器操作简

便#自动化程度高#部分故障出现时仪器自动出现报警信息#通

过信息提示的帮助按钮#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有些故

障仪器系统无法自动报警#对这些不发生报警的故障只能通过

日常观察及工作人员的经验和责任心来发现#究竟如何解决5

现将本科室使用
$

年多的日立
-%&%

生化仪常见不发生报警故

障的实例及处理对策报道如下)

B

!

不发生报警的数据故障

B,B

!

重复性不良
!

主要原因!分析条件设定不良#未实施开机

检查及定期检查#试剂变质+有不溶物质析出#纯水水质不良

等)解决办法分别为!按照试剂厂商的设定正确设定参数#按

照操作顺序开机检查+定期检查进行操作#不可自行添加新试

剂#使用的水质应在
"=6

"

GA

以下)

B,C

!

偶见异常
!

主要原因!未实施开机检查及定期检查#分析

项目间有无交叉污染#样品中有纤维蛋白或试剂中有杂质)解

决办法分别为!按照操作顺序开机检查+定期检查操作#按清洗

程序更换通道#除去样本中纤维蛋白或杂质#做到经常检查)

B,D

!

测定结果出现偏低
!

主要原因!标准液浓缩#试剂调制不

良#分析条件设定不良)解决办法分别为!标准液加入样本杯

后立即使用#按照正确的调制方法重新调制试剂#正确设定标

准品的浓度及测定波长)

B,K

!

测定结果出现偏高
!

主要原因!标准品失效#分析条件设

定不良)解决办法分别为!加入样品后#不可长时间放置不用#

应加强管理#避免标准品的浓缩+变质#正确设定标准品的浓度

及分析条件1

"

2

)

B,N

!

在全部分析项目时发生故障
!

主要原因!反应槽污染#

2̂'):O)('

试剂用完#清洗反应杯的
2̂;*\;*290

和
2̂9

R;::e(1(

被用完)解决办法分别为!通过保养检查进行清

洁反应槽#对用完的
2̂'):O)('

+

2̂;*\;*290

和
2̂R;:9

:e(1(

进行补充)

B,O

!

在单个分析项目时发生故障
!

主要原因!分析条件设定

不良#标准液或质控品的配制+管理不好#试剂的配制+管理不

佳)解决办法分别为!按照试剂厂家的参数进行正确设定#对

标准品或质控品进行重新配制#对试剂进行重新配制)

B,T

!

因试剂的特性而发生故障
!

主要原因!在试剂冷藏库中

发生结晶#乳胶颗粒附着于反应杯上#色素附着于反应容器+搅

拌棒+试剂软管上)解决办法分别为!使用日立自动分析仪专

用登记试剂&可冷藏'#使用清洗程序进行清洗#通过清洗程序

或变更通道来处理)

C

!

不发生报警的仪器故障

C,B

!

样品针尖带有水滴
!

主要原因!样品针尖不干净#样品加

注系统的管路+加注器漏液)解决办法分别为!用棉拭子蘸

3+.

乙醇进行清洁样品针尖#进行保养检查#必要时进行软管

及加注器内密封垫更换)

C,C

!

清洗机构上有水滴落下
!

主要原因!清洗反应杯的

2̂;\;*290

和
2̂R;::e(1(

被用完#清洗机构管路漏液#

喷嘴+管路的堵塞)解决办法分别为!对用完的
2̂;\;*290

和
2̂R;::e(1(

进行补充#检查接口部位#通过保养检查进

行清扫#如有必要进行更换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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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恒温水不流出
!

主要原因!供水泵中有空气#反应槽的排

水过滤网堵塞#纯水机未通电)解决办法分别为!排除泵管中

的空气#通过保养检查进行清洁过滤网#接通水机电源)

C,K

!

清洗喷嘴处无水流出
!

主要原因!喷嘴+管路的堵塞)解

决办法!通过检查对喷嘴进行清扫#如管路堵塞则进行疏通或

更换软管)

C,N

!

样品针清洁槽+试剂喷嘴清洗槽+搅拌棒清洗槽无水流出

!

主要原因!排放口+软管的堵塞)解决办法!清洗排放口#疏

通软管或更换软管)

C,O

!

反应槽内起泡沫
!

主要原因!反应槽内水位偏低#纯水机

未通电就实施反应槽换水#反应槽排水过滤器堵塞)解决办法

分别为!执行反应槽水交换#纯水机接通电源后执行反应槽水

交换#对堵塞的过滤器进行清扫)

C,T

!

加注器处有水漏出
!

主要原因!密封垫磨损#接口部位安

装不良)解决办法分别为!通过保养检查对密封垫进行更换#

确认漏水部位接口进行重新安装)

C,X

!

加注器中有气泡
!

主要原因!接口部位安装不良#更换试

剂&

2Y)

单元'+加注器脱气不够充分)解决办法分别为!确认

空气进入后重新安装#在试剂或清洗水流动时轻轻敲打加注

器+利用轻微震动来消除气泡)

总之#要让仪器不出现报警#不仅要求工作人员熟悉该仪

器的结构+原理#熟练掌握基本操作技能#有较强业务知识及强

有力的责任心#而且能够严格执行仪器的操作保养规程#定期

进行维护保养)同时加强对试剂+质控品+标准品的管理工作#

防止试剂+质控品及标准品的变质#减少仪器故障的发生#保证

仪器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高科技仪器设备优势#更好地为临床

提供快速+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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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沉渣检测是临床检验医学的基础#尿液中有形成分检

验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 98%&%_

型系列全

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具有病案+图像+报告管理+全自动标本处

理+显微镜自动控制+阴性标本筛查+计算机辅助识别判读功能

等优点)现对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检测有形

成分!红细胞&

:_R

'+白细胞&

U_R

'+管型测定结果与人工镜

检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收集
8%%3

年
#

月
88

日至
+

月
/

日对住院部

和门诊患者
$3+

例#年龄
8

个月至
"&

岁#男
"3%

例#女
8%+

例)

B,C

!

仪器
!

徐州惠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98%&%_

型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系统和配套试剂(上海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质

控!多项目尿液化学分析控制品(尿沉渣定量计数板!牛鲍计数

板(

1*e Ì!YRV8"

显微镜)

B,D

!

实验方法

B,D,B

!

用一次性尿液刻度收集管#收取每份标本
8

管#每管不

少于
"%A*

#一管用于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有

形成分检测#另一管用于人工尿沉渣显微镜镜检)

B,D,C

!

)̂ 9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系统操作严格按照使

用说明书进行#并同时进行质控分析)

B,D,D

!

精密度测定为随机选取阳性标本
"%

份#每份连续测定

8%

次)

B,D,K

!

重复性试验为随机选取
8%

份标本#每隔半小时测定
"

次#共测
$

次)

B,D,N

!

准确性试验为随机选取
#%

份标本#分别使用
)̂ 9

8%&%_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并与人工显微镜镜检结果

进行比对)

B,D,O

!

临床试用!

$3+

份临床标本用
)̂ 98%&%_

型全自动尿

沉渣分析系统检测#与同时进行人工显微镜镜检结果进行比

对)

B,D,T

!

结果判断依据份全国尿沉渣室间质评上报编码结果#

见表
"

)

表
"

!

全国尿沉渣室间质评上报编码结果

临床意义

:_R

仪器检查结果

&个"
#

*

'

显微镜检结

果&个"
^

N

'

U_R

仪器检查结果

&个"
#

*

'

显微镜检结

果&个"
^

N

'

正常
% [ % %

临界值
#

+ [

#

+ [

+

!

"% b +

!

"% b

异常
"%

!

-+ c "%

!

+% c

-+

!

+%% cc +%

!

8+% cc

$

+%% ccc

$

8+% ccc

C

!

结
!!

果

C,B

!

精密度评价
!

精密度测定结果!

:_R#&#,/b"%,"&

#

%B

值为
8,"/.

)

U_R83,$b8,8+

#

%B

值
-,&3.

)

C,C

!

重复性评价
!

重复性测定结果!

:_R

重复实验
%B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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