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完全按说明书操作#则可能导致在设定温度下的反应时间不

够+研究表明)

$

*

#若延长加酶温育时间至
)&C78

阳性质控对

照和弱阳性标本
#-

值的增加幅度超过
!%O

#中阳性标本
#-

值增加
'#$O

#强阳性标本增加
$#$O

+阴性对照标本的
#-

值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洗涤液温度对保证
W3X.

的洗板效果及检测结果的重复

性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若洗液的温度下$小于
!&Z

&较低#

则
W3X.

的洗板效果会减弱#使得阴性样本的检测曲线变宽#

脂血严重的样本可能会出现假阳性+因此#冬季有必要对洗液

桶进行适当预温#使其达到
!'Z

后再用于检测)

)

*

+

'

!

质量控制

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可比的基础#实

验室应该根据2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3,

K+P!$!'5

!

"%%4

2医学实验室
0

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3和美国临床化学

标准化委员会$

,2+K

&的相关文件指南以及实验室的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的质量控制+

'#$

!

方法确认和性能验证
!

对于配套的检测系统#实验室在

使用前应该对
W3X.

进行性能验证+目前大多数实验室采用

的都是非配套系统#因此需要建立
W3X.

检测仪与所用试剂

构成的新系统的性能数据#主要包括以下
"

个方面+

重复性研究$精密度研究&!主要是指接近临界值浓度分析

物的重复性实验#其目的是为确定检测方法的临界值浓度#并

明确该临界值正负某一百分数浓度范围是否位于临界值
5$O

区间内+具体方案可参考!$

!

&制备足够
"%

次重复检测的同一

份样品#分别为处于临界浓度,高于临界浓度
"%O

和低于临界

浓度
"%O

的样品+$

"

&重复检测样品
"%

次#确定每一份样品

结果为阳性和阴性的百分比+$

(

&评价临界浓度是否准确#评

价
Y"%

至
j"%O

的浓度范围是否包含于,位于或者超出这种

方法的
5$O

区间+

准确性研究$方法间比较&方法!另一种定性方法$如使用

者目前正在使用的方法&,.金标准/方法,某种定量方法或临床

诊断+评价用样本量要足够大,稳定#两种方法同时进行检测+

样本数量取决于评价者的目的+作为最低要求#检测要持续到

至少用比较方法获得
$%

个阳性样品+并且至少用比较方法获

得
$%

例阴性样品以确定此种检测方法的特异性+

'#/

!

室内质量控制
!

.2K+3

是一种定性实验方法#每块板应

该有
"

!

(

份弱阳性质控#

"

!

(

份阴性质控#并随机放置于血

液标本中间+若阳性标本的室内质控是检测精密度的敏感窗

口#也是提示试验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卫生部
"%%)

年颁布

的2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3中强调应加强对关键控制点的

识别与监测+阳性和阴性质控物质通常可以从试剂盒厂家获

得#但是低值弱阳性血清的通常需要另外购买或者实验室自己

制备+购买或者自制的质控血清要求性能稳定#瓶间差小#较

长期内效价不变#其理化性质应与患者样本近似#才能有效地

起到监测作用+

传统的
.2K+3

室内质控采取定量检测的质控方法#计算

质控血清的
D

"

>#

的均值
M

和标准差
D-

#绘制控制
20[

质控

图#运用
:̂;<

=

/@H

质控规则进行监测+目前有研究认为定性

检测质控图应该使用优登图+每一个定性检测程序应包括一

个阴性和一个阳性指控物%对于产生分级或滴度结果的检测程

序应分别包括阴性控制物和具有分级或滴度反应性的阳性质

控物)

4

*

+

'#'

!

室间质量评价$

.c3

&

!

.c3

是外部质量控制工具#可以

帮助实验室提高检测质量+积极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组织的

.2K+3

检验的室间质评+按照部中心规定的时间申请
.c3

#

并按规定对质控标本进行检测#将检测结果反馈给中心+部临

检中心经统计分析#将评价结果寄回各实验室+随着
.c3

技

术的不断改进#通过互联网实验室不仅可以了解自己目前的检

测水平#还可以知道本实验室与全国各实验室相比的优势和差

距#及时发现问题并设法改进#不断提高检验质量+

'#1

!

全面质量控制
!

除此之外#实验室还应该对
W3X.

检测

仪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正确采集,处理和保存标本和试剂#建

立仪器的标准操作程序和常规的质量控制程序#对仪器检测的

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熟悉仪器性能#了解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和仪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对仪器的检测进行全面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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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工作中经常碰到需要对新试剂盒进行考察的问

题#而线性范围是生化试剂的一个重要指标)

!

*

+确定线性范围

的实验需要由低到高一系列浓度的样本#其中高浓度的样本一

般是通过临床搜集或者通过普通浓度的样本添加纯物质来获

得#前者具有一定的难度#后者成本较高#而且获得起来也未必

方便+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简单有效地对试剂盒的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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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范围#尤其是高值部分进行评价#以确定试剂盒的质量状况+

作者通过对试剂的上机测定参数进行调整#以普通的高值样本

实现了检验试剂盒测定特别高值样本的能力+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日立
4!'%

+试剂采

用中生北控公司生产的胆固醇液体双试剂盒和
Q6A>:

公司生

产的胆固醇液体单试剂盒+二者各自使用自身配套的校准品+

$#/

!

方法

$#/#$

!

样本准备
!

以临床上较易获得的浓度为
'CC6J

"

2

左

右的样本作为浓溶液母液#使用生理盐水稀释出
%#'

,

%#)

,

%#&

,

%#"

的浓度梯度来#以生理盐水作为
%CC6J

"

2

样本+

$#/#/

!

设定分析参数
!

中生试剂为!分析方法
"L678<.8H

"

反应时间
!%C78

"波长
)%%

!

$%$8C

"读数点
!)

!

(&

"试剂
!

$

Q!

&

!"%

$

2

"试剂
"

$

Q(

&

)%

$

2

"样本
(#)

$

2

"校准类型
278:/@

"

L678<"

"

+

-

/8L678<"

"

+*V

$

!

&

,68A%#%%

样本
!#'

$

2

"

+*V

$

"

&

,68A

"

样本
!#'

$

2

"单位
CC6J

"

2

+

Q6A>:

试剂为说明书提供

的分析参数+

/

!

结
!!

果

不同稀释度的样本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稀释度的样本测定结果

样本
Q6A>:

质控
!*]"#)4 Q6A>:

质控
"*]&#$' %#5OS/,J %#" %#& %#) %#' !#%

Q6A>: "#)" &#)" j%#%! !#)!$ (#(" &#5)$ )#)% '#%)

中生
$#!5$ 5#%4 j%#%%$ (#"&$ )#$5$ 5#45$ !(#!" !)#((

中生"
Q6A>: !#5' !#5) j"#%! !#55 !#54 !#55 "#%( j

!!

注!

j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一般来说#样本的检测用量应该与校准品的检测用量一

致#这样样本的检测结果即为该检测项目的实际浓度+通过将

样本的检测用量调整为校准品的检测用量的
"

倍#即可实现样

本测定结果的翻倍效果+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中生试剂的线

性相关系数
Q

为
!

#线性相对偏差小于
i!O

+因此试剂盒的

线性范围高值要远大于试剂盒本身标注的
!"#5(CC6J

"

2

#试

剂盒在进行高值样本测定时其结果的准确性是可以得到保证

的+这种方法对于速率法等试剂同样适用+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样本的增加量足以导致反应体系发生较大的变化#那

么测定结果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通过选取合适的样本

增加比例#使用较易获得的高值样本就可以方便地考察出该试

剂盒测定更高值样本的能力#完成对试剂盒线性范围的初步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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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护理包干制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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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是孕产妇特有的疾病#多

发生于妊娠
"%

周以后#产后
"

周#主要病理变化是全身小动脉

痉挛#临床表现为高血压,蛋白尿,水肿)

!

*

+本病严重地威胁着

母婴的生命和生存质量#是产科的重要并发症+近年来的调查

表明#全国孕产妇六大死亡原因中#排列第
"

位的就是妊高征#

因此#要降低孕产妇的病死率必须有效控制和降低妊高征的并

发症#除积极的治疗外#妊高症患者的护理非常重要+

本科室自
"%!!

年
!

月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以来#对妊高症

患者实施全程式护理包干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科室
"%!%

年
!

!

!%

月收治妊高征患者
($

例#行一般护理常规#

"%!!

年
!

!

!%

月收治妊高征患者
(%

例#

实行全程护理包干制#

"%!%

年
($

例为常规组#

"%!!

年
(%

例为

对照组#两组的病例均符合文献中的诊断标准)

"

*

+

"%!%

年
($

例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5#!

岁+其中轻度
"%

例#中度
5

例#重度
)

例#先兆子痫
&

例#子痫
&

例%顺产
!%

例#剖宫产
"$

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VK,

&死亡
!

例+

"%!!

年
(%

例患者年

龄
!5

!

&"

岁#平均年龄
"$

岁+其中轻度
!$

例#中度
'

例#重

度
4

例#先兆子痫
"

例,子痫
!

例#顺产
'

例#剖宫产
""

例+

$#/

!

方法

$#/#$

!

分组
!

常规组实施一般护理常规#定时监测生命体征,

胎心音,左侧卧位,降压治疗,一般饮食指导+对照组实施全程

护理包干制#要求责任护士对患者从入院护理#病情观察,用

药,检查指导和健康教育,家庭及经济等全面分管+

$#/#/

!

护理方法

$#/#/#$

!

心理护理
!

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到病房问候患者#

了解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胎次,心理状况,孕期保健,家庭及

经济等情况#根据了解的情况#给予患者心理安慰#同时做好其

丈夫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要他们多体贴,关心孕妇#不要有

性别歧视#同时讲解病症相关知识#让孕妇消除紧张,恐惧心

理#保持精神愉快#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

*

+

$#/#/#/

!

室内环境
!

尽量放置单人房间#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一切外来刺激#包括声,光,烟熏等刺激#指导患者左侧卧

位休息#维持子宫胎盘正常供血#减轻胎儿宫内缺氧#同时也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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