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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二章，主要介绍检验检疫领域最近几年开始应用的一些检验检疫技术、仪器及检验检疫
实验室的要求等。
在检测技术方面包括PCR、实时荧光PCR、基因芯片、微生物基因组测序DNA条形码及DNA指纹图谱
技术、远程鉴定技术、纳米生物技术及流式荧光技术等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及在本领域中应用的具
体实例；仪器方面主要介绍检验检疫中常用的原子力显微镜、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等仪器的基本原
理、操作及在本领域中的应用。
本书还介绍了在出入境口岸检验检疫实验室中所涉及的生物安全法规和计量标准、量值传递和溯源技
术。

　　本书是从事检验检疫工作的一线人员、科技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必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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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血细胞分析仪是血常规检查及医疗科研单位进行血液学研究的必备科学仪器。
细胞分析仪出厂需要进行标定，使用过程中需要校准，使用期间需要计量检定，测量结果的量值都需
要准确溯源。
所有这些工作的完成都需要用到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因此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是血细胞分析溯源体
系的基础。
目前在国外，只有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测量的参考方法，但还没有相应的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
由于缺乏相应的血细胞标准物质对仪器进行校准，使得上述方法的溯源性和测量准确性并不能完全得
到保证，无法进行有效量值传递。
在我国，由于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的缺乏，使得血细胞常规检测实验室只能通过使用厂家提供的配套
校准物进行校准，测量的溯源性难以得到保证，各个医疗单位对血液分析测量的结果无法统一。
血细胞分析标准物质的匮乏，也使得我国血细胞分析仪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714-1990）根本无法推
广实施。
2）标准物质的制备a.标准物质原料的选择标准物质对人血液成分进行针对性模拟，其成分为：模拟白
细胞、模拟红细胞、模拟血小板和模拟血浆。
为了保证标准物质的适用性要求，我们采用专用的生物模拟人血粒子进行合成，配以特殊的保存试剂
保存，这种高浓度、非固定的细胞保存技术是本标物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
其原料均取自人类和哺乳类生物的细胞组织，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且生物安全性检验结果均正常。
b.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合成根据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的浓度需求，将模拟红细胞、模拟白细胞、模拟
血小板按比例混合，然后继续加入适量模拟血浆得到所需要的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
具体步骤见图11-1。
c.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分装本标准物质的包装容器为玻璃瓶结合硅胶垫片，这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包装容器。
其渗透性低、耐热、抗酸、抗碱、抗水、便于清洗，对标准物质没有吸附和释放。
另外，它便于封装，可以有效地防止分装过程中的蒸发。
按照以上方法我们共制备分装出350瓶，每瓶包装单元为2.5mL的血细胞标准物质候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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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检验检疫技术》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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