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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红细胞沉降率室内质控品的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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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患者全血作为红细胞沉降率"

XO/

$室内质控品的可行性%方法
!

收集日常工作中无

传染性的剩余全血!自制
XO/

高值#低值室内质控品!每天随日常标本一同在
V"._X77XOCF/C>97AH9=(&

XO/

仪上进行检测!对其精密度及稳定性等参数进行分析%结果
!

V"._X77XOCF/C>97AH9=(&XO/

仪显

示!自制质控品水平
%

的批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分别为
'0((1

和
'0+(1

&水平
(

的批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

分别为
(0(51

和
(04%1

%在稳定性方面!自制质控品
%&

个月内各时间点测定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0&,

$%结论
!

自制
XO/

室内质控品具有制备过程简便#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可以满足室内质量控制的要求%

关键词"质控品&

!

红细胞沉降率&

!

室内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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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沉降率$

XO/

%的检测在临床应用非常广

泛(

XO/

加快常见于各种炎症'组织损伤及坏死'恶

性肿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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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种原因导致血浆球蛋白增高时#

XO/

均可增快(要获得可靠的检测结果#必须建立一

个全面的质量控制体系#做好实验室内质量控制$以

下简称,室内质控-%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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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使用的质控品均为国外生产#订货周期长且成

本较高#而
XO/

检测收费却很低(近年来已有国内

学者开始进行肿瘤标志物)

(

*

'生化)

'6+

*

'凝血)

,64

*等自

制室内质控品的临床应用研究#但自制
XO/

室内质

控品的报道较少(本实验室利用日常检测
XO/

后的

标本#自制
XO/

室内质控品#并对其精密度及稳定性

等参数进行研究#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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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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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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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两组日常检测中传染病指标

$乙型肝炎
,

项'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均呈阴性'

无溶血'乳糜'黄疸的
XO/

标本各
(&

例(其中一组

XO/

值正常$质控品水平
%

#

(&

例%#另一组异常$质控

品水平
(

#

(&

例%(分别向两组标本中加入稳定剂#用

XO/

管常温保存#检测
XO/

时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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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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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

仪及与仪器配套的
XO/

管&一只高水平和一只

低水平的质控品由北京协和医院提供$以下简称,借

用质控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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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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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5

例患者的标本$注!患者标本为当天

门诊患者检测
XO/

的标本%同时测定借用质控品和

自制质控品#借用质控品在控#读取自制质控品的值#

第
%

天测
%&

次(同样的方法#第
(

天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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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两

天高'低质控品各有
(&

次结果#分别计算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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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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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异系数$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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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连

续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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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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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是指由实验室工作人员采用一系列统

计学的方法和步骤#连续评价实验室工作的可靠程

度#以确定检验报告是否发出#并排除导致质量控制

环节中不满意因素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是控制本室

常规工作的精密度#检测其正确度的改变#提高常规

检测工作批内'批间标本结果的一致性)

$

*

(在全面质

量管理体系以及
UO3%,%-5

实验室认证过程中#实内

质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而质控品是质控工作的

重要物质保证(单位在选购质控品时不但要考虑产

品质量#还要考虑合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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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实验对自制

质控品日内'日间各项指标的分析#自制
XO/

全血质

控品在观察期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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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均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且

自制质控品
%&

个月内各月间测定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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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明显漂移及趋势变化#观察期内未

发生由质控品原因引起的失控(但需要注意的是#在

XO/

质控检测过程中应混匀质控品#最好配置一台混

匀器(同时从
XO/

仪上取下质控品时最好平放质控

品#原因是立放
XO/

质控品时红细胞沉底太紧不易

混匀(自制质控品除具有无基质效应外#且制备过程

简单'成本较低(由于很多规模较小的医院
XO/

标

本较少#购买国外的
XO/

质控品的预算有限#因此#

自制
XO/

质控品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可确保
XO/

检

验质量#促进
XO/

检测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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