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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分析前质量控制》

内容概要

在临床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质量控制是质量管理的核心部分，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可靠的重
要手段，它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的质量控制，其中分析前质量控制是当前临床实验室质量管
理中最薄弱和最重要的环节，它涉及到实验室工作者、临床医生、护士、患者等多方面的关系。
    李兵、戴盛明主编的《医学实验室分析前质量控制》分3篇共23章，全面而系统地概括了临床实验室
分析前质量管理的概念、意义及近年来的国内外发展状况，介绍了临床实验室各种标本的采集方法、
影响分析前质量控制的各种因素等内容。《医学实验室分析前质量控制》编写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应用
相结合，着重实用性兼顾系统性。内容充实、新颖、实用。本书的出版不仅对实验室工作者、临床医
生、护理人员是一本很有用的参考书，同时对各大中专医学院校的在校学生，以及热爱医学检验知识
的社会广大读者也足一本有益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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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病人准备由于各种体液标本的获得和细针穿刺吸取标本通常会涉及一些侵入性操作，因此
，由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说明细胞学检查的目的、方法、正确收集标本对诊断的重要性及
细针穿刺潜在的危险性，以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争取患者的主动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是
获得满意标本的保证。　　（二）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是诊断细胞学质量控制的先决条件。标本采
集的好坏明显影响到诊断的准确性，涂片内细胞太少或RBC太多均可造成假阴性的诊断。各类标本中
应出现有效细胞成分才能称为满意的标本。在非妇科脱落细胞细胞学检查中，常见的样品有痰液、尿
液、CSF、浆膜腔积液、心包积液、刷痰、灌洗液、胸膜、乳头溢液、乳腺囊液、关节腔积液等，它
们可通过以下方式收集：直接穿刺吸取、刷取和冲洗、印片和刮取、病人排泄物、病人呕吐物。在细
针吸取细胞学检查中，样本多来自体表可触及肿块的穿刺，如乳腺、甲状腺、淋巴结、皮下及软组织
、骨关节等部位的肿物；来自深部组织器官的肿块的穿刺，包括腹腔肿块，如肝脏、胰腺、肾脏、腹
膜后、腹腔内肿块及盆腔内肿块；胸腔肿物：肺脏、纵膈及胸膜等部位的肿物；体表可触及的肿物可
用细针直接穿刺，深部肿物必须在影像引导下经皮穿刺。细胞学样本的收集和准备有多种方法，所有
的方法对细胞形态学都可产生影响。分析前质量控制的目标就是将不必要的假象减少到最低，从而获
得分布良好、保存良好、染色良好的能够清晰成像并让它们得到精确诊断的细胞。　　（三）标本的
运输　　1.液体标本的运送在理想状况下，运送到实验室进行细胞学检查的每份液体标本应装入单独
的、标识清晰的、防漏的容器中，该容器可放人防漏的塑料袋或其他防漏、防污染的容器中，且申请
单不能混装在塑料袋或容器中，并且遵循运送生物公害物质的预防标准（参见最新版本的CLSI文
件H5-处理和运送诊断标本和病原体的操作和M29-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免遭器械生物公害和通过血液
、体液及组织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侵害）。　　2.涂片标本的运送涂片必须标记好以确保病人标本的正
确识别（例如患者的全名、科别、床号及标本类型），识别标记应用铅笔或其他不褪色的记号笔写在
载玻片一端的磨砂面上，因墨水笔在处理过程中会褪色而不适用。玻片号必须写在申请单上或者以其
他别的方式记录。如果不只一个部位采样，则每张载玻片上还应注明采样位点；如果用代码，那么代
码必须在申请单上标明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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