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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血细胞分析报告审核流程优化

许扬扬!罗星星!肖建萍!李炜煊%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检验科复检规则及审核规则验证!并对血常规报告审核流程进行优化%方法
!

将复检规则及审核规则确

定后!选取不少于
+$$

例标本进行仪器分析及镜检!统计假阴性率&假阳性率及复检率!并对假阴性及假阳性标本进行分析#比较

采用迈瑞专家系统软件前后血常规检测流程&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平均实验室内周转时间的差异%结果
!

复检结果表

明!假阴性率
!#*%,

!主要为红细胞形态异常及中晚幼粒低值标本!无原始细胞假阴性#假阳性率
!+#&',

!复检率
!*#(%,

!审核

规则验证表明!审核通过率
($#"!,

#采用专家系统前后的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平均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比较!专家系统

使用后!实验室内标本周转时间中位数短
'BA;

!而平均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比传统审核方式短
!$BA;

%结论
!

采用专家系统软件

可极大地优化血细胞分析报告审核流程!保证报告质量并提高工作效率!且缩短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关键词"血细胞分析#

!

专家系统#

!

流程优化

!"#

!

$%&'()(

"

*

&+,,-&$)./0(122&/%$.&$1&%1S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临床检验科室标本量逐年增加#而大部分医院检验科均有

全自动化的检验设备#工作效率已有极大提高#如需保证报告

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缩短报告时间#分析后结果处理尤为重要#

因此建立实验室标本自动审核系统是一种途径*生化系统采

用自动审核较多见#而血常规分析采用自动审核出报告的研究

报道不多#主要原因为血细胞分析结果及形态学的特殊性(

!."

)

*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
<:CP

@

7=3

专家系

统软件是连接
MN.'&$$

"

MN.'*$$

与检验信息$

QOV

&系统的中

间软件#可在该系统对异常标本进行人工审核或镜检审核#改

变传统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及报告质量*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采集
!

所有标本均为该院
"$!+

年门诊及住院患者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F0-.\

"

&抗凝标本*选取不少于
+$$

例

标本用于复检规则及审核规则验证#另外再选取不少于
+$$

例

标本用于人工审核和专家系统审核进行比较#所有标本实验室

内周转时间数据均来源于
QOV

系统数据*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N-Q&$$$

血液细胞分析流水线$

%

台

MN.'&$$c!

台
VN.!"$

推片染色机&'配套试剂'全血质控物及

校准物#深圳迈瑞
<:CP

@

7=3

专家系统软件#由深圳迈瑞生物医

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

自动审核流程图
!

<:C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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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审核路径#依照
NQVO

-431!$.-

进行设计(

%

)

#将规则录入该系统后#所有标本结果

根据该套规则路径进行判断#将各标本区分为自动审核通过'

人工审核'镜检审核*

$#1

!

专家系统软件前后仪器检测工作流
!

$

!

&引入专家系统

软件前的血常规检测工作流!标本采集后对标本进行核收并上

机测试#结果出来后#检验师对标本逐个审核#结果异常的标本

则需人工挑选出进行复测或推片染色镜检#根据复测或镜检的

结果情况再将报告发出*$

"

&引入专家系统软件后的血常规检

测工作流!标本采集后对标本进行核收并上机测试#结果出来

后#约
($,

的标本自动审核通过#自动将报告发出%约
+,

!

!$,

的标本#检验师结合仪器自动复测的结果及患者临床信息

审核并发送报告%约
!+,

!

"$,

的标本#采用专家软件上镜检

审核工具对标本进行镜检审核后发出报告*

$#2

!

专家系统软件前后镜检工作流
!

$

!

&专家系统软件前的

镜检工作流!将异常标本挑选后#手工推片染色及镜检#将镜检

结果记录后再录入
QOV

系统发出报告*$

"

&引入专家系统软件

后的镜检工作流!流水线根据设定的复检规则自动进行推片染

色#采用专家软件的镜检工具对异常标本进行镜检后发出

报告*

$#)

!

自动审核规则及复检规则制定及验证
!

参照国际血液学

复检专家组提出的复检规则(

/

)

%该科室多年工作经验及其他同

行专家制定的
MN.'&$$

及
N-Q&$$$

的复检规则及审核规

则(

+.(

)

*选取约
+$$

例标本在
N-Q&$$$

检测完毕后均进行涂

片镜检*根据复检规则及镜检结果#统计假阳性率'假阴性率'

复检率'自动审核通过率*$

!

&仪器阳性!根据设定的复检规

则#检测结果违反复检规则为阳性*$

"

&镜检阳性!违反标准
!

条或多条为阳性!

-

红细胞明显大小不等$细胞大小相差
!

倍

以上&#中空淡染$

$

!

"

"

淡染区的红细胞&大于
%$,

*

.

巨大

血小板$个"全片或计数
"$$

个白细胞中&大于
+

*

/

血小板聚

集$簇"全片&大于
+

*

0

F16<7

小体粒细胞大于
!$,

*

2

中毒

颗粒中性粒细胞大于
!$,

*

4

空泡变性粒细胞大于
!$,

*

5

原幼细胞大于或等于
!,

*

6

早幼"中幼粒大于或等于
!,

*

7

晚幼粒大于或等于
",

*

8

异常淋巴$包括异型淋巴&大于

+,

*

9:;

Û MN

)

!,

*

9:<

浆细胞大于或等于
!,

*

$#.

!

统计学处理
!

$

!

&自动审核通过率(

&

)

!根据设定的规则自

动审核通过的标本数"所有分析的标本数
f!$$,

*$

"

&标本实

验室内周转时间!标本周转时间有不同的定义#临床医师主要

关注从开放申请单至报告时间#检验医师主要关注标本在检验

科签收至报告发出时间#即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

)

*参考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临床检验专业质控指标要

求$

"$!+

年&,#计算如下!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
X&

$

)c!

&

"

"

#

)

为奇数%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
X

$

&

)

"

"

c&

)

"

"

c!

&"

"

#

)

为偶数*$

%

&复检率!标本违反复检规则比例#包括重测率与推

片率比例*$

/

&假阳性!仪器结果违反复检规则#提示需重测复

检或镜检#但镜检结果为阴性的标本*$

+

&假阴性!仪器检测结

果未违反复检规则#但镜检为阳性的标本#要求假阴性比例低

于
+,

#且无血液病细胞漏检*

$#S

!

质量控制
!

使用配套的校准物将
MN.'&$$

血液细胞分析

仪进行校准且校准验证通过*每天检测标本前#均先测试全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质控物#质控在控*

/

!

结
!!

果

/#$

!

复检规则验证
!

选取
+!(

例新鲜血标本进行评估#按照

设定的复检规则及镜检结果统计假阳性'假阴性'复检率#并且

按照设定的自动审核规则#计算自动审核通过率*见表
!

*

表
!

!!

复检规则验证统计$

)X+!(

%

评估项目 例数$

)

& 百分率$

,

&

真阳性
"$ %#&(

真阴性
/$+ (&#%/

假阳性
&" !+#&'

假阴性
!$ !#*%

复检率
!$" !*#(%

自动审核通过标本
%'% ($#"!

/#/

!

假阴性分析
!

对假阴性标本进行分析#确认有无血液病

标本漏检*见表
"

*

表
"

!!

假阴性因素分析

因素 例数$

)

&

异常红细胞形态
+

晚幼粒细胞$

",

!

%,

&

"

中幼粒细胞$

!,

!

",

&

!

中毒颗粒中性粒细胞
!

血细胞聚集或大血小板
!

/#'

!

假阳性分析 对假阳性标本进行分析*见表
%

*

表
%

!!

假阳性因素分析

规则 描述

原幼细胞报警
仪器存在原始细胞或异常淋巴细胞"原始细胞等

异常报警提示

分类异常
U74

)$

"$#$f!$

*

"

Q

'

Q

5

B

)$

+#$f!$

*

"

Q

$成

人&'

RZU

)$

!#+f!$

*

"

Q

'

]12

)$

"#$f!$

*

"

Q

异型淋巴细胞 仪器存在异型淋巴细胞报警提示

计数类参数异常 如
LMN

及
WQ0

增多或减少

/#1

!

专家系统软件前后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及平均实验

内周转时间比较
!

选取
&/"

例新鲜血标本在
N-Q&$$$

检测

完成后#分别采用传统的审核方式及专家系统审核方式进行标

本审核#计算
"

种审核方式的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和平均

实验内周转时间*见表
/

*

表
/

!!

标本周转时间中位数统计结果$

BA;

%

类别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 平均周转时间

专家系统软件前
"' "'

专家系统软件后
"$ !'

差异
' !$

'

!

讨
!!

论

目前血液细胞分析流水线已普遍应用#血常规全自动化操

作#减少人力投入#检测效率极大地提高#但大部分医院对分析

后的结果审核与传统的审核方式无多大改变#自动审核是一种

有效的途径*

<:CP

@

7=3

专家审核系统按照人工审核标本的逻辑设计#整

个自动审核过程考虑了标本性状'危急值检查'参数结果及异

常报警提示'

F7<3:N679I

及镜检确认#不同的医院还可设定临

床例外条件及人工复核条件#保证报告质量同时提高自动审

核#采用该系统后#符合自动审核规则的报告将自动审核#且使

用该套审核系统后血常规检测流程极大优化#明显缩短实验室

内标本周转时间*

本研究采用血液分析流水线结合专家审核系统后#优化了

血常规检测流程#减少人工干预环节和人工导致的检测错误*

该套系统可多客户端同时进行标本审核操作#明确科室成员分

工#负责人工审核的检验医师使用人工审核客户端进行操作#

负责镜检审核的采用镜检审核客户端进行操作#镜检审核客户

端上的镜检小工具可直接进行细胞计数#自动计算各类细胞百

分比#并对相关参数进行结果修正#修正后的结果直接发送到

QOV

端进行报告发送#简化镜检流程#减少由人工疏忽导致的

报告错误*

本研究对科室制定的审核规则及复检规则进行验证#通过

与镜检比较#假阴性率为
!#*%,

#小于国际血液组织提出的

+,

的假阴性指标要求#且无血液病细胞漏检*总复检率为

!*#(%,

#自动审核通过率为
($#"!,

*仅需对约
%$,

的标本

进行人工审核或镜检审核*对假阴性标本进行分析#主要为红

细胞形态异常标本及部分中晚幼粒细胞标本#临床风险较小*

假阳性标本主要为仪器存在原幼细胞报警及分类数值异常标

本*采用专家系统前后的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及平

均实验室内周转时间进行比较#专家系统对报告进行审核时间

明显短于传统审核方式#实验室内标本周转时间中位数短了
'

BA;

#而平均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比传统审核方式短
!$BA;

#因

此采用专家系统软件的报告时间能更好地满足日常血液常规

分析的需要#且人均日处理标本量也比以前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采用
<:CP

@

7=3

专家审核软件后优化了血常规

检测流程#提高了检验人员工作效率#缩短标本实验室内周转

时间#科室可更好地优化管理#将更多人力投入到异常标本的

镜检#提高报告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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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不同类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学指标研究

李智琼!

!谢传英"

!王
!

艳%

"

!#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医院检验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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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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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当阳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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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尿清蛋白排泄率"

G-]̂

$

"

型糖尿病"

0"FR

$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T][E

$&血

管性血友病因子"

?L8

$水平及氧化应激状态%方法
!

选取符合研究标准的
0"FR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G-]̂

水平分为正常

蛋白尿组"

-

组$&微量蛋白尿组"

M

组$&临床蛋白尿组"

N

组$!每组各
/$

例%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

比较
/

组研究对象的血清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

*

"

0UE.

*

$&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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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62.N̂ W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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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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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

&氧化应激相关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

VZF

$&丙二醛"

RF-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VJ.W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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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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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组高于
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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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M

&

N

组
T][E

&

?L8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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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也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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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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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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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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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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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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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低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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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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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存在血清炎性因子&

?L8

&

T][E

水平及氧化应激反应异常!随病情严重程度增加!其异常状态越严重%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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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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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FU

&是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一种微血管病

变#是终末期肾脏病$

]V̂ F

&的首要病因(

!

)

*目前#在我国
FU

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关研究表明#遗传因素'糖脂代谢

紊乱'细胞因子'氧化应激及炎性反应等均参与
FU

的发生及

发展(

"./

)

*由于
FU

患者机体存在较为复杂的代谢紊乱#一旦

发展至终末阶段#其治疗比其他肾脏疾病更加困难*因此#现

探讨
"

型糖尿病$

0"FR

&不同尿清蛋白排泄率$

G-]̂

&患者

的炎性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T][E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

?L8

&水平及氧化应激状态#分析发病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

有效措施*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诊治

的
0"FR

患者#均符合诊断标准*排除标准!$

!

&合并肝脏'心

脏等其他脏器疾病及感染性疾病*$

"

&

!

型糖尿病患者及患有

影响尿清蛋白排泄者#如泌尿系统感染*$

%

&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及高渗性昏迷者*$

/

&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

-N]

#

&或血管紧张素
$

受体拮抗剂$

-̂ M

&类药物者*依据

患者
G-]̂

(即尿微量清蛋白与尿肌酐$

-N̂

&的比值)分为
%

组!正常蛋白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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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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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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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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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蛋白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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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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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蛋白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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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G-]̂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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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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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各
/$

例*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健

康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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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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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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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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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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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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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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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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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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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N

组男女各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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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

/

组研究对象的年

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诊断标准
!

参照
!***

年世界卫生组织$

LJZ

&相关标

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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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有典型症状#静脉血浆葡萄糖$

Ŵ[

&均大于或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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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或
"$$B

D

"

)Q

&*$

"

&空腹血浆葡萄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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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或等于
(#$B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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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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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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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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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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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葡萄糖
"6

后血浆葡萄糖$

"6W[

&均大于或等于
!!#!

BB1<

"

Q

$或
"$$B

D

"

)Q

&*符合上述标准任意
!

项#且在随后

!)

任意检测上述
%

个指标仍满足诊断标准#即诊断为糖尿病*

糖尿病类型主要以胰岛素抵抗为主#伴相对胰岛素不足至主要

以胰岛素分泌缺陷伴胰岛素抵抗#定义为
0"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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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清晨抽取所有研究对象的空腹
!"6

以上的肘静

脉血#离心取上清液#

!

($g

冰箱保存待测*采用美国贝克曼

库尔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型号为
NP*

型&检测生化指标!$

!

&

血清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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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双抗体夹

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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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应

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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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盒购自北京晶美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采用比色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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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

剂盒来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所有操作步骤均严格按

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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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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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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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数或百分率表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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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果

/#$

!

/

组研究对象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结果比较
!

健康对照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