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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F

D

(&%'

)

W

*

0*CEB9>

#

(&%,

#

'-,

$

554'

%!

%%$6%$%0

)

%%

*王治国
04

*

质量标准在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应用$

&

%

)

W

*

0

上海医学检验杂志#

(&&(

#

%$

$

(

%!

%(,6%($0

)

%(

*王治国
04

*

质量标准在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应用$

'

%

)

W

*

0

上海医学检验杂志#

(&&(

#

%$

$

'

%!

%-56%5&0

$收稿日期!

(&%56&%6%4

!!

修回日期!

(&%56&+6%(

%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5

月第
%4

卷第
%-

期
!

*CL)9F.<AE

!

O9

;

>9HL9=(&%5

!

V8<0%4

!

Q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