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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临床检验基础》力求反映当前我国最新检验医学的现
状和趋势，在体现“三基五性”原则基础上，以国际、国内权威检验指南和标准为指导，介绍临床检
验最常应用的标本采集和处理，血液一般检验、尿液一般检验、粪便一般检验、体液（脑脊液、浆膜
腔积液、关节腔积液、精液、前列腺液、阴道分泌物、羊水）一般检验，以及细胞病理学检验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
内容呈现采用图文并茂、表格归纳等形式，介绍主要检验项目的检测原理、基本操作、方法评价、质
量管理和临床应用，以全面反映检验程序的整体性。
在血液、尿液、粪便、体液和细胞病理学检验章节中，还新增了常见病例的检验结果分析，以供学生
临床实践参考。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临床检验基础》主要供四年制、五年制医学检验专业
使用，也可作为临床检验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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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血细胞分析技术
第二节 检测参数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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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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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织红细胞计数
六、红细胞形态检查
七、红细胞沉降率测定
第四节 白细胞检查
一、白细胞计数
二、白细胞分类计数
三、嗜酸粒细胞直接计数
四、白细胞形态检查
第五节 血小板检查
一、血小板计数
二、血小板形态检查
第六节 病例分析
一、缺铁性贫血
二、急性白血病
三、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第四章 尿液分析仪检验
第一节 检测原理和参数
一、尿液于化学分析仪
二、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第二节 检测结果和复核
一、结果显示
二、结果复核
第三节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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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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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尿液一般检验
第一节 理学检查
一、感官检查
二、尿相对密度
三、尿渗量测定
第二节 化学检查
一、酸碱度测定
二、蛋白质测定
三、葡萄糖测定
四、酮体测定
五、胆红素测定
六、尿胆原测定
七、血红蛋白测定
八、微量清蛋白测定
九、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
十、胰蛋白酶原-2测定
十一、肌红蛋白测定
十二、尿乳糜和尿脂肪测定
十三、尿含铁血黄素测定
第三节 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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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方法
二、尿有形成分形态检查
三、质量管理
第四节 病例分析
一、急性肾小球肾炎
二、肾病综合征
三、尿路感染
第六章 粪便一般检验
第一节 一般检验项目
一、理学检查
二、化掌检查
三、显微镜检查
第二节 病例分析
一、细菌性痢疾
二、大肠癌
第七章 体液一般检验
第一节 脑脊液检验
一、理学检查
二、化学检查
三、显微镜检查
第二节 浆膜腔积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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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检查
三、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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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显微镜检查
第六节 阴道分泌物检验
一、理学检查
二、显微镜检查
三、细菌性阴道病
第七节 羊水检验
一、理学检查
二、显微镜检查
第八节 病例分析
一、细菌性脑膜炎
二、肝硬化
第八章 细胞病理学基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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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检验中质量保证 1.校准和校准验证 校准是调整血液分析仪达到零偏移的过程。
零偏移是指校准品定值和校准结果之间的差异仅由分析不精密度造成。
血液分析仪的校准是假设在分析测量范围内所有结果都呈线性分布，因此，通过单点校准就能达到零
偏移的目标。
我国《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血液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血液分析仪应至少每半
年进行一次校准，对不同吸样模式（自动、手动和预稀释模式）都要进行校准，可使用配套校准品或
校准实验室提供的定值新鲜血。
 （1）校准品 在校准过程中，使用的校准品有新鲜全血和商品校准品两种。
其中，商品校准品通常是稳定化的全血校准品，由人血和（或）动物血制成；虽然稳定化的质控品也
来自于同一生产厂商，但两者在处理、标记、定值、性能控制、稳定性和市场监管方面不尽相同，因
此，校准品和质控品不能互换。
校准品通常具有下列特点：①定值：通常由新鲜全血参考方法测定结果转移而来，而不是由前一批号
或其他厂商校准品定值转移而来。
②稳定性：在校准品标明的有效期限内其定值不可发生任何变化。
③标识：校准品应有血液分析仪的品牌和型号的标识，不能用于对未列出任何血液分析仪的校准。
常规工作中很少有临床实验室采用新鲜血液来校准仪器，因为新鲜血液的定值需采用参考方法，不适
用于常规操作。
 （2）校准方法 血液分析仪校准步骤包括：①材料准备阶段：需要对血液分析仪进行例行保养和清洁
、确保所有试剂足够量、验证和记录试剂批号和有效期限、确保背景符合要求、携带污染率符合要求
和新鲜血批内精密度符合要求。
②校准频率：通常由质控数据和仪器稳定性决定，同时应满足管理部门、认可组织的要求；在大维修
后，应执行校准验证。
③校准品重复测定次数：可影响校准因子的精密度，通常测定次数越多，校准因子均值的标准误越小
，因此，推荐至少连续测定10次以获得满意的结果。
校准后，通常将校准品测定结果均值（C）与校准品定值（及）进行比较，如C／R1.0，则当前校准因
子应按比例向下调整。
④计算校准因子的95％置信区间，如果校准因子落在零偏移（校准因子等于1.00）的95％置信区间内
，说明当前校准是达到了最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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