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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内容： 
一、临检室管理 

二、临检室质量控制管理 

三、质控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临检室管理 
 人员及组织 

 设备及岗位 

 培训及考核 

 服务及质量 



人员及组织 



设备及岗位 
 人员构成：临检室共有人员6
人，其中副高1人，中级1人，
初级职称4人。 

 岗位设置：血液检验组，体
液检验组，细胞形态组（先
后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交
大二附院进修学习细胞形态
学），具体如下： 

 Ａ岗：负责全血细胞分析、血型
鉴定检查。 

 Ｂ岗：负责血凝、血沉检查。 
 Ｃ岗：负责尿液分析及镜检。 

 Ｄ岗：负责粪便、体液、分泌物
等检查。 

 Ｅ岗：负责血细胞镜检复查、网
织红细胞计数、血涂片、骨髓细
胞形态学检查。 

 其中ＡＢＣＤ岗每月轮换一次。 

 



设备及岗位 
 仪器设备：SYSMEX-

XN1000血细胞分析仪1
台，ABX-XL80血细胞分
析仪1台， ABX-XL60血细
胞分析仪2台，ACL TOP 
700血凝仪1台，ACL 
ELITE PRO血凝仪1台，
Mejer-600尿液分析仪3台，
AVE-765尿有形成分分析
仪1台，骨髓图像分析系
统1套。 

 软件支持：重庆中联LIS
系统（医嘱发送、标本
采集、接收、核收、审
核实时记录） 

 



培训及考核 



培训及考核 



培训及考核 



服务及质量 



二、临检室质量控制管理 
 新引进检测系统的性能
评价 

 检验前质量控制 

 检验中质量控制 

 检验后质量控制 



检验前各类质量管理及程序文件的制定 



 
新引进检测系统的性能评价(如TOP700) 



新引进检测系统的性能评价(如TOP700) 



新引进检测系统的性能评价(如TOP700) 



检验前质控 



检验前质控 



检验前质控 



检验中质控 



检验中质控 



检验中质控 



检验中质控 



检验中质控 
正确失控处理措施： 

         一旦确定为失控，则不能签发该批检验报告，
应按以下流程处理： 

   ①填写失控记录； 

   ②根据质控规则，确定误差类型； 

   ③分析误差类型与失控的关系； 

   ④针对失控的直接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⑤重测质控品，确认失控问题是否已解决； 

   ⑥重测质控品和样本；确认失控是否彻底解决； 

   ⑦详细失控记录处理过程，不断提高业务能力，
确保工作质量。  

 



检验中质控 



检验中质控 



检验后质控 



检验后质控 



检验后质控 



检验后质控 



近年所获荣誉 



三、临检质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及建议 
 全血细胞分析的质控品效期短，得不断建立新的均值 

 尿液有形成分、血沉、TT等项目的室内质控尚未开展 

 对低年资检验人员在白带涂片、前列腺涂片等有形成
分的镜检考核方面有待加强。 

 大力加强标本可接受性、危急报告管控（多途径）、
各项目TAT改进 

 同类型不同型号仪器必须加强结果比对（新鲜标本四
次） 

 尽快参加“国家卫计委检验中心”的室间质评 

 



三、临检质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质控品的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获得 
1）稳定性较好的质控物： 

(1) 先建立暂定均值和质控限。在“旧”批号质控物使
用结束前，将新批号质控物与“旧”批号质控物同时
进行测定约一个月，获得至少20个新质控物的测定结
果，计算其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剔除超过均值
±3S的离群值，重新计算余下数据的均数和标准差，
作为下一个月新质控物室内质控图的均值和标准差；
此月结束后，将该月的在控结果与前20个质控测定结
果汇集一起，计算它们的累积均值和标准差，作为再
下一个月质控图的均值和标准差，绘制该月质控图。 

(2) 重复上述过程，连续累积三至五个月，作为该质控
物在有效期内的常规均值和标准差。 



三、临检质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稳定期较短的质控品： 

在3至4天内，每天分析每种水平质控品3至4瓶，
每瓶进行2至3次重复，收集数据计算均值、标准
差和变异系数，剔除离群值，重新计算其均数和
标准差，其中均值作为质控图的均值。 

标准差获得  由于使用的数据量越大，标准差估计
值就越好，因此，不推荐用上述对稳定性较短的
质控品建立均值的方法来建立其标准差，而用以
前变异系数（CV%）来估计。 

以前变异系数是几个月数据累积的结果，考虑了
检测过程中更多的变异。新的标准差等于其均数
乘上以前变异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