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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全血在血液分析仪间比对及传递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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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探讨新鲜全血在血液分析仪比对及传递的临床应用暎方法椇用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血细
胞分析仪作为参比检测系统棳对非血液系统疾病门诊患者新鲜全血白细胞棬斪斅斆棭暍红细胞棬斠斅斆棭暍血红蛋白
棬斎斺棭暍血小板棬斝斕斣棭和血细胞比容棬斎斆斣棭进行定值棳再用该血对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棽号机进行比对校准棳最后利
用该定值新鲜全血在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进行传递棳斢旟旙旐斿旞软件斏斝斦有斆旛旐旛旍斸旚旈旜斿累计功能棳可保存检测
结果棳我们通过斆旛旐旛旍斸旚旈旜斿即可随时监测仪器是否存在随机误差或系统误差暎结果椇通过新鲜全血对 斎斢斣灢棾棸棽
流水线棻暍棽号机的比对棳发现棽台仪器一致性良好椈新鲜全血传递可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仪器状态是否在控暎结
论椇采用健康人新鲜全血比对校准后棳提高了不同血液分析仪之间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椈同时利用新鲜全血在不同
血液分析仪间进行传递是一种经济暍实用和有效的措施棳具有一定的临床可行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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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棬西安棳椃棻棸棸棸棿棭
棽陕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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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各级医院的常规检验
中的应用已经日益普及化棳同一医院可能同时拥有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暎虽然每台仪器
每天都会做室内质控且都会在控棳但是不同仪器检
测同一标本棳结果必然具有一定的潜在差异棳仪器
间的一致性难以得到保证暎笔者收集健康人新鲜
全血对各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棳并同
时探讨新鲜全血在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血细胞分析仪
进行传递的效果棳报告如下暎
棻 材料与方法
棻棶棻 材料
棻棶棻棶棻 仪器与试剂  日本斢旟旙旐斿旞公司生产的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棳试剂为斢旟旙旐斿旞原装试剂椈推片
机斢旟旙旐斿旞斢斝棻棸棸棸旈棳所用染液为瑞特姬氏染液由珠

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椈阅片机为斆斿旍旍斸旜旈灢
旙旈旓旑斈斖椆椂椈斉斈斣斄灢斔棽 血常规管棳浏阳市三力医用
品有限公司生产暎
棻棶棻棶棽 质控物  日本斢旟旙旐斿旞株式会社生产的斿灢
斆斎斉斆斔质控物棳高暍中暍低棾个水平批号分别为椇
椂椄椃椂棸椄棻棽暍椂椄椃椂棸椄棻棻暍椂椄椃椂棸椄棻棸暎
棻棶棽 方法

每天采集棻位非血液系统疾病门诊患者斉斈灢
斣斄灢斔棽抗凝新鲜全血棽管棳将采集到的第棻管新鲜
全血在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连续测定棾次棳算
其平均值作为患者结果进行审核棳第棽管新鲜全血
在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血细胞分析仪进行传递暎棽管
新鲜 全 血 由 斢旟旙旐斿旞斢斝棻棸棸棸旈推 片暍斆斿旍旍斸旜旈旙旈旓旑
斈斖椆椂镜检血小板均无明显聚集暎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为本实验室规范操作
的检测系统棳使用的是可溯源的原装试剂和质控
物棳并使用配套校准物斢斆斢灢棻棸棸棸定期由斢旟旙旐斿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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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进行仪器校准椈本科室所校准项目主要包括椇
斪斅斆暍斠斅斆暍斎斅暍斝斕斣和 斎斆斣暎校准前棽棸斾棳用斿灢
斆斎斉斆斔 质控物进行室内质量控制均在控暎在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上连续测定第一管新鲜全
血棾次棳计算各参数检测结果的均值棳作为新鲜全
血的定值暎

用校 准物 斢斆斢灢棻棸棸棸棬批号为 椂棸椄椄棸椀棽椀棭对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进行校准及健康人新鲜全
血定值 严格按照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血液学暍体
液学专家委员会推荐的方法操作暡棻暢暎

将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血液分析仪管道彻底清
洗棳检查仪器的硬件功能棳包括气路暍光路系统等棳
均符合要求后棳执行常规保养棳然后测定试剂的空
白棳本底符合要求暎

血液分析仪的比对及传递椇取第一管新鲜全血
按本科室斢斚斝文件要求上下颠倒混匀椄次棳在棽号
机连续测定棾次棳计算各参数均值与定值之间的偏
倚棳采用以下判断规则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
业标准 斪斢棷斣棿棸椂灢棽棸棻棽准确度验证的允许偏差来
确认棽台血液分析仪的偏倚暎斪斢棷斣棿棸椂灢棽棸棻棽允

许误差范围椇斪斅斆棻椀棩棳斠斅斆椂棩棳斎斺椂棩棳斝斕斣
棽棸棩棳斎斆斣椆棩暡棽暢暎取第棽管新鲜全血在 斎斢斣灢
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上进行传递棳斢旟旙旐斿旞软件斏斝斦
有斆旛旐旛旍斸旚旈旜斿累计功能棳可保存检测结果棳即可随
时观察棽台仪器是否存在随机误差或系统误差棳以
便及时发现问题从而进行改进暎

试验期间每日工作完成后棳用配套斿灢斆斎斉斆斔
质控物再次验证仪器状态棳所有监测指标如果都在
控棳当天的实验数据方可采用暎
棻棶棾 统计学方法

使用 斖旈斻旘旓旙旓旀旚斉旞斻斿旍棽棸棸椃软件对各组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暎
棽 结果

新鲜全血在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上定值
及比对结果棳见表棻暎

新鲜全血在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上进行
传递以随时监测仪器是否在控的效果图棳见图棻暎

每月累积各监测项目的变异系数棳使用 斖旈灢
斻旘旓旙旓旀旚斉旞斻斿旍棽棸棸棾制作折线图棬日期为棽棸棻椂年棻棸
月棭棳见图棽暎

表棻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结果比较
仪器 斪斅斆棷棬暳棻棸椆暏斕棴棻棭斠斅斆棷棬暳棻棸棻棽暏斕棴棻棭 斎斺棷棬旂暏斕棴棻棭 斝斕斣棷棬暳棻棸椆暏斕棴棻棭 斎斆斣棷棩

棻号机 椃棶棻棿 棿棶椃棾 棻椀棾 棽椂棽 棿椀棶棽
棽号机 椃棶棾棾 棿棶椄棽 棻椀椃 棽棿椀 棿椀棶椆
偏倚棷棩 棽棶椂棸 棻棶椆棸 棽棶椂 棴椂棶棿 棻棶椀
斪斢棷斣棷棩 椃棶椀棸 棾 棾棶椀 棻棽棶椀 棾
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注椇棽台仪器的比对结果符合 斪斢棷斣棿棸椂灢棽棸棻棽允许偏差范围暎

图棻 监测效果图

注椇放假期间由于工作人员人数较少棳暂不进行新鲜全
血传递棳所以监测日期只有棻椆斾暎

图棽 变异系数折线图

棾 讨论
血细胞计数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棳为临床提

供了更多更可靠的指标棳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暡棾暢暎
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实验室同一型号仪器上分析

同一份检测标本棳其结果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潜在性
偏差棳此时的检测结果会使临床大夫对病人的持续
性观测产生一定影响棳甚至会造成医疗纠纷的产
生棳所以保证各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暎由于仪器配套校准物质成本
高暍有效期短等多种原因棳难以得到普遍推广棳因
此我科室尝试利用新鲜全血对棽台仪器进行比对棳
要使用新鲜全血作为棽台仪器比对的暟标准暠比对
物棳首先须保证暟标准暠比对物检测系统的准确性和
溯源性棳使用配套的定值全血校准物棬溯源至斏斆灢
斢斎棭对比较检测系统执行溯源性校准棳保证准确度
的溯源性暎本科室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为规范
操作的检测系统棳使用的是可溯源的原装试剂和质
控物棳定期棬每年棽次棭由斢旟旙旐斿旞工程师使用配套
校准物斢斆斢灢棻棸棸棸进行仪器校准棳并且规范开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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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质控和室间质评管理棳成绩优良棳结果准确可靠棳
可作为参比仪器暎通过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一号机对
新鲜全血进行赋值后棬见表棻棭即可作为暟标准暠比对
物来较准棽号机棳通过比对我们可发现 斎斢斣灢棾棸棽
流水线棻暍棽号机由于每天都进行新鲜全血比对棳各
比对项目的偏倚均在 斪斢棷斣棿棸椂灢棽棸棻棽要求的允许
误差范围内棳暂不需要调整仪器参数棳与斢旟旙旐斿旞工
程师棽棸棻椂年上半年使用可溯源的校准物斢斆斢灢棻棸棸棸
进行仪器校准的结果相符暎通过比对虽未调整系
数棳但可使我们确认棽台仪器仪器对同一新鲜全血
标本检测的准确度及一致性处在很接近的水平上棳
保证本实验室所发报告具有溯源性和可比性暎

血液分析仪是临床检验的常用设备棳为保证其
正常运行和准确的测定棳每日室内质控和定期的室
间质量评价以及定期的校正是必须的程序棳更严格
的要求则需要在每棽棸暙椀棸个标本间随机多次插入
质控标本棳用于监测仪器的稳定性暎由于本实验室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所作标本多为门诊患者棳且门诊患
者又多为初诊患者棳因此必须保证对其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暎新鲜全血经过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号机定
值后即可在棻暍棽号机上进行传递棳随时监测棽台仪
器是否存在系统误差或者随机误差暎笔者的做法
为每天随机采集棻位非血液系统疾病门诊患者新
鲜全血在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进行传递棳每隔椀棸个标
本测棻次棳编号分别为棻暍椀棻暍棻棸棻暍棻椀棻暍棽棸棻暛暛椀棸棻暍
椀椀棻等棳每次检测为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随机
分配检测棳同时斢旟旙旐斿旞软件斏斝斦有斆旛旐旛旍斸旚旈旜斿累
计功能棳可保存检测结果棳我们通过斆旛旐旛旍斸旚旈旜斿即
可随时监测仪器是否存在随机误差或系统误差暎
通过对棽台仪器各检测指标斆斨的累计棬见图棽棭我
们可发现 斪斅斆和斝斕斣的斆斨虽然在 斪斢棷斣棿棸椂灢
棽棸棻棽要求的范围内棳但其明显高于 斎斺暍斠斅斆和
斎斆斣的斆斨棳说明棽台仪器在 斪斅斆和斝斕斣检测的
一致性还有待提高棳这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提出更
进一步的要求暎有研究报道用新鲜全血标本作为
质控监测物棳其稳定性在室温棻椄暙棽椀曟的条件下暍
椄旇内会保持稳定棳足可以满足上午椄暙棻棽时对

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的实时监测暡棻暢暎
通过此种做法我们确实发现了问题椇棽棸棻椂年棿

月棻椀日棳斎斢斣灢棾棸棽流水线棻暍棽号机室内质控良好棳
在棽号机做到新鲜全血传递的棽椀棻号标本时棳观察
到 斎斺偏差棿旂暎发现误差偏大棳遂紧急停机棳冲洗
进样针棳灌洗管路暎重新在棽号机做新鲜全血棳结
果依然相差棿旂暎我们重新做斉灢斻旇斿斻旊棾个浓度水
平的质控物棳斎斺整体水平偏低棳觉察仪器发生系统
偏差棳所做结果已不可信棳同时发现棽棸棻暙棽椀棻标
本棳有棽棸个标本在棽号机检测棳重新将这棽棸个标
本放置棻号机检测棳才将报告最终审核发出暎随即
联系工程师上门检修棳检修后发现进样针磨损严
重棳更换进样针棳重新再做斉灢斻旇斿斻旊棾个浓度水平的
质控物棳斎斺显示正常棳此次问题的发现使我们更加
认识到新鲜全血传递在平时临床工作应用中的必

要性暎
同时我们发现新鲜全血传递即可替代质控物

降低成本棳也可随时监测仪器状态棳且新鲜全血方
便易得棳因此我们认为新鲜全血传递在检验科的
应用是非常有价值的暎诚然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椇
在收集门诊新鲜全血时很难找到覆盖高暍中暍低棾
个浓度的标本棳同时也没有研究白细胞分类是否也
能被实时地监测棳在之后的研究中笔者也会进一步
完善此次研究中的不足暎

综上所述棳应用新鲜全血在血液分析仪间比对
及传递不仅方便易操作棳而且能使检测结果具有更
高的可比性和一致性棳同时能更好的服务于临床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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