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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第2版）的编写宗旨是：进一步提升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进一步加
强与临床的结合，做到突出“检验”，定位“临床”；在坚持“三基”、“五性”的基础上，从内容
到形式都体现“更新、更深、更精”；既能反映本学科的前沿知识和发展趋势，又能紧紧围绕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际需要。
　　新版教材基本保持了第1版教材的框架和特色。
修改重点是：①根据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对原章节进行了修改、更新和补充，如“自由基与临床疾病
”改为“氧化应激的生物化学诊断”。
②新增“临床生化常用仪器分析技术”和“代谢物酶法分析技术”两章，使检验技术更系统、更完善
。
③删除“全面质量控制”；“生化分析仪分析技术”，重点放在生化分析技术上；激素与肿瘤只讲临
床生物化学诊断；以免与其他学科重复。
④章前有“教学目标与要求”，章后有“小结与展望”，以便了解发展趋势，抓住重点教与学。
⑤下篇重点章节附相关中、英文病例分析，以突出临床应用。
⑥书后附有4个附录和主要参考文献，以便查用。
　　新版教材的特色是：上篇以技术为主线，主要介绍临床生物化学检验项目所涉及到的有关检验技
术和质量控制，以及这些技术的应用原理和方法，影响因素和注意事项；下篇以疾病为主线，重点介
绍物质代谢紊乱和疾病时的临床生物化学诊断，生物化学指标的测定与评价以及临床应用评价。
教材还配有PowelPoint课件、视听录像、。
PBI.案例分析和试题库等教学用资源，内容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形式立体化有所创新。
力求在探讨疾病生化变化的同时，将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与疾病诊断、病情监测和预后判断等结合起来
，从现代检验医学的高度开拓临床医学的新视野。
　　本版教材主要供高等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和成人教育（专升本）用作教材，可供医学系本科生和
研究生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临床检验人员日常工作、继续教育和职称考试的参考用书
。
　　第2版的编写是在第l版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第1版的编写中，邹光楣教授、章尧教授以及其他编者的辛勤工作，为本版教材的编写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学检验专业规划教材建设委员会和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的支持和指导，得到了江苏大学等全国28所高等医药院校热情关心和支持，鄢盛恺、陈筱菲
、谢圣高、倪培华和胡川闽参加了部分主审稿工作，为教材定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尽管编委都有编写一本精品教材的愿望并已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恳请使用
本教材的学生、老师、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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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学检验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全书分两篇，共24章。
上篇以技术为主线，主要介绍临床生物化学检验项目所涉及到的有关检验技术和质量控制，以及这些
技术的应用原理和方法、影响因素和注意事项；下篇以疾病为主线，重点介绍物质代谢紊乱和疾病时
的临床生物化学诊断、生物化学指标的测定与评价以及临床应用评价。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医学检验及相关专业本科、专科和成人教育(专升本
)各层次学生用作教材，也可作为临床检验人员日常工作、继续教育和职称考试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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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性质与任务
  第二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发展史和研究进展
    一、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发展史
    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研究进展
  第三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与临床医学的关系
    一、与探讨疾病发生机制的关系
    二、与临床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关系
    三、与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的关系
  第四节  本书主要内容与使用方法
上篇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才
第二章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基本知识
  第一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项目与工作流程
    一、常规生化检验项目  
    二、急诊生化检验项目  
    三、特殊生化检验项目  
    四、检验工作流程
  第二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质量控制要素
    一、实验室外质量控制要素
    二、实验室内质量控制要素
    三、实验室问质量评价
    四、检验质量信息反馈系统
  第三节  临床生物化学实验室信息系统的管理
    一、实验室信息系统管理流程
    二、实验室信息系统管理的完善与维护
第三章  临床生物化学诊断试验的性能基础与评价
  第一节  参考范围
    一、参考范围的建立
    二、参考范围概念的正确使用
  第二节  临界值与医学决定水平
    一、临界值
    二、医学决定水平
  第三节  诊断试验的指标与评价
    一、诊断试验的指标
⋯⋯
下篇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诊断
附录
汉英名词索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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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特殊对待，也不可反复多次测定后推定一个值报告。
实验室在向EQA组织者报告以前不得在实验室之间互相交流检测结果。
更不得将质评物交其他实验室代做。
实验室主任和样本检测人员必须在由室问质评组织者提供的质评表上签字，表明室间质评的标本是按
常规标本处理和检测。
　　实验室在对质评物测定时，每一个步骤都应做详细记录，包括样本处理的过程、检测系统的运行
环境、所用方法、试剂、质控品、质控数据、质控图趋势等内容，作为实验室室间质评回顾总结和质
量管理体系记录的重要资料。
该资料一般要求最少保存2年。
　　（四）分析质评报告和采取纠正措施EQA的反馈信息中，对参加室问质评的每一个项目都用数据
和图形两种方式进行反馈，内容包括样本编号、你室测定结果、靶值、偏倚（％）、允许范围、VIS
允许范围和评价结果。
实验室在接到评价报告后要进行认真分析。
对成绩不合格或不理想的质评项目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分析偏差原因，找出有效的纠正措施，
并在实验室相应的检测项目中实施和跟踪观察，结合下次的EQA结果，分析采取了纠正措施后的效果
，最终达到提高检验准确度的目标。
四、检验质量信息反馈系统畅通的“质量信息反馈系统”和“检验质量持续改进程序”是检验质量持
续得到提高的重要保证。
质量信息反馈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实验室问卷调查；接收患者投诉和抱怨；检验医师为服务
对象提供咨询服务时的信息反馈；HIS系统或其他网络系统的反馈信息；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等。
　　实验室对反馈意见要认真调查、分析、研究，特别是要认真识别不符合项。
所谓不符合项是指实验室的工作或其结果不符合本实验室的质量体系的方针、目标、检验程序、客户
的约定或要求。
当发生不符合项时，应指定专人负责解决，如有必要，可终止存在不符合项的检验程序，以免不符合
项的再次发生。
对确认的不符合项的检测活动，偏离质量体系或技术运作的政策和程序，采取切实可行的、与问题的
严重性及所遇风险程度相适应的纠正措施。
只要适用，还应导出预防措施，预防不符合项的再度发生，必要时还应对这些措施加以验证，实现质
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