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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全国凝血试验室

间质评结果!用
e

分数质控图进行汇总!以监测室间质量评价效果!指导室内质量控制!提高实验室质量管理能

力!以便更好地为临床和患者服务%方法
!

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回报的成绩!计算出每

一次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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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两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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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
MbA;C#&&(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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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质控图!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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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量控制方法进

行室间质量评价管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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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分数质控图能发现室间质量评价过程中的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对做好室内质

量控制有指导作用%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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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质控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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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控方法联合应用可以判断误差的性质!要做好

凝血试验室间质量评价活动!首先要认真做好室内质量控制工作!确保检验质量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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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量代表着原始分数和母体平均值之间的距离#以

标准差为单位计算)在原始分数低于平均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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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负数#反之则为正数)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医学实验

室对实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在室内质量控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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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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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全国凝血试验室间质评结

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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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质控图进行总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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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然后依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

中心的检测要求#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检测#将

检测结果上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

中心统计#并回报成绩#最后用回报结果计算出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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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两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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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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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质控图#并运用
;̀<=

>

?FB

多规则质量控制方法进

行室间质量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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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出来一批累计一次#可

连续监测室间质量评价效果#达到指导室内质量控制

的目的#提升实验室质量管理能力#以便更好地为临

床和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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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质控图是将不同水平质控物的测量结果绘

制在同一张图上#以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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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量控

制方法同时进行室内质控管理#其应用非常广泛#可

一目了然发现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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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质量控制包括分析前的质量控制*分析中

的质量控制和分析后的质量控制#本文研究的是狭义

的质量控制即分析中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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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价实验室测定结果的可靠程度#判断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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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缓激肽水平#有利于神经激肽
5

*

R

*

S

物质的血管

外渗)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在痛觉产生*传递及调节

过程中#

V!3S

作为内源性致痛源发挥着重要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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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血液中
S!M

#

*

V!3S

水平也可间接反映

患者疼痛程度#且呈正相关)作为一类内源性肽类物

质#内啡肽主要来源于垂体#在体内发挥类似吗啡作

用#其代表为
&

"

内啡肽#具有很强的镇痛作用)一旦

机体受到伤痛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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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啡肽大量释放以对抗疼

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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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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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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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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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后#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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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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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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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结果表明放疗联合介入治疗不仅能抑制

感觉神经末梢#同时也能减弱缓激肽对血管的通透性

作用#并促进机体内内啡肽物质的分泌#减轻患者疼

痛#改善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放疗与介入治疗可降低胰腺癌患者血

浆
&

"MS

*

S!M

#

*

V!3S

水平#减轻患者疼痛#改善患者

生存质量#治疗效果显著#安全可靠#该方法值得在临

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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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主要是检测和控制常规工作中的精密

度#提高常规工作中日内和日间标本检测的一致性)

室间质量评价是由第三方机构采用一系列的办法#连

续客观地评价各实验室的实验结果#并发现实验室本

身不易发现的检测结果的不准确性#了解各实验室之

间结果的差异#帮助其校正#使其结果具有可比性)

这种评价是一种回顾性评价#旨在建立检验结果不同

实验室间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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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是基础#室间质量

评价是提升室内质控水平的有效手段#没有室内质

控#室间质量评价就成了无本之源)反之#参加室间

质量评价对室内质量控制也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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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质

控图可连续监测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对室内质量控制

起指导作用#提升了实验室质量管控能力#以便更好

地为临床和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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