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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小医学检测的误差
□李 智

医学检测在临床实践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提供疾病诊
断、治疗指导和健康评估等重要信
息。然而，任何一个检测过程都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误差。这
些误差可能来自仪器、操作者、样
本准备或环境因素等方面，会对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产生一
定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相
关措施来降低和控制这些误差，以
提高医学检测的质量。

常见检测误差类型
系统误差 仪器本身的不准

确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导致系统误
差。仪器的校准不准确、使用寿
命过长、仪器老化等都可能导致
误差。操作员技术水平和经验的
差异可能导致测量的一致性错

误。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读数误
差或数据输入错误等都可能影响
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样本准
备过程中的不准确操作可能导致
系统误差。样本制备时使用错误
的试剂、样本混合不均匀或样本
容器不洁净等都可能对结果产生
影响。环境条件的变化也可能导
致系统误差。温度、湿度和光线
等因素的变化可能影响仪器性能
和样本稳定性。

随机误差 由于样本采集的
不确定性、测量的限制以及数据
处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
导致随机误差。这些因素包括体
内生理变化、血液流动、仪器精度
限制、人为误差以及数据处理方
法和模型选择等。

减小检测误差方法
校准仪器 需要进行定期维

护和校准。这包括对仪器进行清
洁、调整和校准，以使其正常运行
并提供准确的测量结果。根据厂
商提供的规定和建议，操作员应
按照正确的步骤和程序进行维护
和校准操作。使用标准参考物质
进行校准。标准参考物质是具有
已知成分和浓度的样品，被用作
校准仪器。在进行实际样品测量
前，通常会先校准仪器，以确保测
量结果的精确性。在校准仪器过
程中，操作员需要严格按照校准
方法的要求操作，并保证标准参
考物质的质量和纯度。此外，校
准应定期进行，以确保仪器的准
确度和稳定性得到持续保证。

提高技能 制定并遵守严格
的操作规程。操作规程应包括清
晰的步骤和指导，明确每个操作
步骤的操作顺序、时间和条件。
进行操作员培训。培训操作员是
提高技能和减少误差的关键。培
训应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
能的培养。操作员应了解仪器的
原理、样本准备的要求、结果解读
的方法等相关知识。同时，操作
员还应通过实际操作的训练来熟
悉操作步骤和流程。培训可以包
括课堂培训、模拟实验和带教实
习等形式，以确保操作员能够熟
练掌握操作技巧。

规范样本准备 遵循标准的
样本制备程序。操作员应该遵循
标准的样本制备程序，并按照规

定的步骤和条件进行操作。这包
括样本的采集、处理、稀释等过
程，以确保样本准备的一致性和
准确性。注意样本存储条件。样
本应存放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条
件下，避免任何可能影响样品质
量的因素。特别是对于需要在不
同时间点进行分析的样品，应严
格控制样本的存储条件，避免温
度、湿度等因素对样品产生影响。
减小医学检测误差是保障患者安
全和正确诊断的关键步骤。通过
校准仪器、提高操作员技能和培
训、规范样本准备等方法，可以有
效地减小误差，提高医学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作者供职于西峡县人民医
院检验科）

有关幽门螺杆菌的那些事
□裴天琦

近年来，受饮食习惯、饮食结构
等多种因素影响，胃病发生率呈现
升高趋势，幽门螺杆菌吹气试验深
受大家欢迎。下面就来聊一聊幽门
螺杆菌相关的知识。

幽门螺杆菌属于革兰氏阴性菌
中的一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是在
机体胃部以及十二指肠内长期存活
的一种微生物种类。幽门螺杆菌并
不“听话”，经常会在胃内“搞破坏”，
胃黏膜在其刺激下将发生慢性炎
症、胃溃疡等疾病，严重时有引发胃
癌的可能性，所以定期检查以及根
除幽门螺杆菌非常重要。

临床上，经常有患者拿着报告
单问：“医生，我 C14 呼气试验检查
幽门螺杆菌，结果显示1000，正常值
才100，我胃病是不是非常严重？”那
么，是不是检测报告数值越高就代
表感染越严重吗？

实际上，C14 呼气试验检查是
一种定性检查，仅能够判断出机体
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无法对其
量有明确的判定，也无法通过检查

结果数值的大小判断检查者感染的
严重程度，仅说明此时机体是否处
于感染状态。若发现患者体内存在
幽门螺杆菌，医生将结合患者的临
床表现及是否存在其他高危因素结
合胃肠镜等其他检查综合评估，进
而明确判断严重程度。

感染幽门螺杆菌后，常见的临
床症状为泛酸、嗳气以及恶心。幽
门螺杆菌感染是引发萎缩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的高危因素。

一般临床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呼气试验报告显示数值超过
正常范围，但是并没有超出很多，生
活中伴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反胃、恶
心或者本身患有慢性胃炎等，此时
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以及诊疗；其次
是检查结果数值非常高，但是生活
中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同时胃镜
检查正常，没有相关危险因素，此时
在医生完成评估后定期观察以及复
诊即可，不一定需要立即治疗。

是否需要做幽门螺杆菌检查一
直困扰着很多检查者，实际上若生

活中没有相关临床表现，或者无疾
病风险因素可以不做。

但是存在以下情况中的一种，
一定要重视幽门螺杆菌检测的重要
性。长期伴有消化不良症状，生活
中有不良饮食习惯；患有各型慢性
胃炎或者胃溃疡者，需要定期进行
幽门螺杆菌检测以积极消除幽门螺
杆菌致病风险；有胃癌家族史者，尤
其是父母、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长
期服用阿司匹林、布洛芬等非甾体
类抗炎药者；存在与幽门螺杆菌相
关的健康问题或者疾病，如口臭、胆
石症、肝硬化等。

总之，检查者一定要意识到数
值的高低仅代表是否存在幽门螺杆
菌，无法根据数值判断幽门螺杆菌
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的判断需要
结合临床表现以及其他检查。若机
体存在幽门螺杆菌发生的高危因
素，一定要定期接受检查，及时根除
幽门螺杆菌。

（作者供职于郑州美康盛德医
学检验所检验科）

PET-CT在肿瘤诊断中的优势
□刘延孝

PET-C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
描计算机层析成像），是一种先进的
医学影像技术，它将PET（正电子发
射断层扫描）和CT（计算机层析成
像）两种检查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使得对疾病的诊断更加准确、全
面。PET-CT在肿瘤诊断中具有很
多优势，下面就来了解一下。

PET-CT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放
射性核素示踪剂，通过注射到患者
体内，使示踪剂在体内分布，然后利
用PET和CT两种设备分别进行扫
描。PET设备可以检测到示踪剂在
体内的代谢活动，从而了解病灶的
生物学特性。而CT设备则可以提
供病灶的解剖结构信息。通过将这
两种信息结合起来，就可以为医生
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诊断依据。

提高诊断准确性 PET-CT 可
以同时提供病灶的生物学和解剖学
信息，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病
灶的性质、范围和分期。对于一些
疑难病例，PET-CT 可以提供更多
的诊断线索，避免误诊和漏诊。

指导治疗 PET-CT 可以帮助
医生了解病灶的生物学特性，从而
制定更加个体化、针对性的治疗方

案。对于某些肿瘤，可以根据病灶
的代谢活性来判断其对化疗药物的
敏感性，从而选择更有效的药物进
行治疗。

评估疗效 PET-CT 可以实时
监测肿瘤治疗过程中的代谢变化，
有助于医生及时了解治疗效果，调
整治疗方案。对于放疗患者，PET-
CT 还可以帮助医生确定照射野的
范围，避免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预测预后 PET-CT 可以为医
生提供关于肿瘤生物学特性、侵袭
性、转移潜能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
评估患者的预后，制定更加合理的
治疗计划。

筛查早期肿瘤 PET-CT 具有
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可以有效
地发现一些常规检查难以发现的早
期肿瘤，提高早期诊断率。

减少不必要的检查 PET-CT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分其他检
查方法，如全身骨显像、淋巴显像
等，减少患者的检查负担和经济负
担。

尽管PET-CT在肿瘤诊断中具
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如PET-CT的价格较高，可能不适

合所有患者。此外，PET-CT 对设
备的精密度要求较高，需要专业的技
术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因此，在选
择PET-CT检查时，应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和临床需求进行权衡。

总之，PET-CT 作为一种先进
的医学影像技术，在肿瘤诊断中具
有很多优势，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加
全面、准确的诊断依据，指导治疗、
评估疗效、预测预后等。然而，
PET-CT也有其局限性，在临床中，
医生应合理选择和使用这一技术，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在中国，PET-CT 已经在许多
医院得到广泛应用，为广大患者提
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中国政府也
高度重视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断加
大投入，推动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应
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
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加先进的医学
影像技术出现，为肿瘤诊断和治疗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
应该加强对肿瘤的预防和健康教
育，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降低肿瘤
的发病率。

（作者供职于莘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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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经有过身体乏力、头
晕、目眩、恶心、呕吐的症状？这些症
状可能都与身体的电解质平衡有
关。那么，什么是电解质？它们在我
们身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电解质是指溶于水溶液中或在
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化合物。这些
化合物在水中溶解后，会离解成带电
的钠离子和氯离子，这些离子是水溶
液导电的关键。电解质广泛存在于
人体中，参与维持细胞内外液体的平
衡。

电解质在人体内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它们参与维持细胞内外
液体的平衡，帮助神经传导，促使肌
肉收缩，并保持心脏跳动等重要生理
功能。钠离子和氯离子是维持体液
平衡的重要电解质，它们可以帮助维
持体内的水分和盐分的平衡。钾离
子和镁离子则参与神经传导和肌肉
收缩，对于心脏和神经系统的正常运
作非常重要。

种类
电解质主要分为两大类：有机电

解质和无机电解质。无机电解质主
要包括各种金属离子（如钠、钾、钙、
镁 等）和 卤 素 离 子（如 氯 、溴 、碘
等）。这些离子在水中溶解后，会离
解成带电的离子，参与维持体内的平
衡和功能。有机电解质则包括各种
有机酸、碱和盐（如氨基酸、糖类、脂
质等）。

检查和应用
在医学领域，电解质的检查是一

项常规的血液检验项目。通过检查
血液中各种电解质的浓度，医生可以
了解患者的体液平衡情况，以诊断疾
病或评估治疗效果。对于严重腹泻
或呕吐的患者，医生会检查其血液中
的钠、钾和其他电解质浓度，以确定
是否需要进行治疗。此外，电解质的
检查也用于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和

肾功能。通过了解血液中各种电解质的浓度，医生还可
以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和肾功能。低血钾可能提示肾脏
问题或营养不良，而高血钙可能表明有骨骼疾病或某些
肿瘤的存在。因此，电解质的检查在临床上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如何保持电解质平衡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水分摄入来

保持电解质平衡。日常生活中，应该保持饮食的多样化，
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限制高盐食品的摄入。新鲜水果
和蔬菜富含各种电解质（如钠、钾、钙、镁等），可以帮助维
持体内的平衡。避免过多摄入高盐食品，可以防止体内
水分和盐分失衡。此外，适量补充富含钙、镁等矿物质的
食物，有助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同时，保持充足的水分
摄入也有助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建议每天饮用足够的
水，避免过度饮酒。水分摄入可以帮助体内各种电解质
的运输和分布，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电解质是我们身体正常运作的基础之一。通过了解
电解质的种类、作用及如何保持平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
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并采取措施来维护我们的
健康。如果你感到自己可能缺乏某种电解质，最好向医生
咨询并进行相关检查。医生会建议你调整饮食或补充某
些矿物质补充剂，以帮助你保持健康的电解质平衡。

（作者供职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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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受到人
们的关注。微生物污染是食品安全和公共
卫生领域的一大隐患，它可能导致食物中
毒、传染病等健康问题。因此，微生物检验
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重要的意
义。

微生物检验是一种检测食品、环境和
其他样品中微生物数量和种类的方法。通
过对样品进行微生物检验，可以了解样品
中的微生物污染状况，为食品安全监管和
公共卫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应用领域
食品生产环节的监控 在食品生产过

程中，微生物污染可能导致食品变质、腐
败，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对原料、
加工过程和成品进行微生物检验，可及时
发现微生物污染问题，采取相应措施防止
食品污染，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

食品销售环节的监控 在食品销售环
节，微生物污染可能导致食品变质、腐败，
影响食品口感和营养价值。通过对食品进
行微生物检验，可以确保食品在销售过程
中的卫生质量，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食品进出口检验 食品进出口贸易中，
微生物污染可能导致食品不符合进口国的
标准和要求，影响贸易往来。通过对进出
口食品进行微生物检验，可以确保食品符
合相关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饮用水水质监测 饮用水是人类生活
的基本需求，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
们的健康。通过对饮用水进行微生物检
验，可以检测水中是否存在病原微生物，
如细菌、病毒等，为饮用水安全提供保
障。

环境污染监测 环境污染可能导致病
原微生物滋生，增加人们感染疾病的风
险。通过对空气、土壤、水体等环境样品进
行微生物检验，可以了解环境中病原微生
物的存在状况，为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管
理提供依据。

医疗卫生机构感染控制 医疗卫生机
构是病原微生物较为集中的地方，感染控
制是医疗卫生机构的重要任务。通过对医
疗环境和器械进行微生物检验，可以发现
病原微生物的存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医
源性感染的发生。

检验方法和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微生物检验方法和技术不断更新

和完善。目前常用的微生物检验方法包括显微镜检查、培养
法、生物化学检测法、分子生物学检测法等。这些方法和技术
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为保障人们的健康提供
了有力支持。

发展趋势
尽管微生物检验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如检测方法的准确性、时效性、成本等
问题。未来，微生物检验将朝着快速、准确、便携、低成本的方
向发展，以满足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的需求。

总之，微生物检验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重要
的意义。通过对食品、环境和其他样品进行微生物检验，可及
时发现和预防微生物污染问题，保障人们的健康。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微生物检验方法和技术将不断完善，为食品安全
和公共卫生事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作者供职于滨州市滨城区杜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化验室）

超声波检查的临床应用
□王立坤

超声波是一种高频振动波，
可以穿透人体组织并产生回声。
通过接收和分析这些回声信号，
超声波可以生成图像，帮助医生
诊断各种疾病。

相较于其他影像学成像方
式，超声波拥有无放射性损伤、检
查安全性高等优点。

以下是超声波如何诊断疾病
的方法和常见应用。

应用原理
超声波的频率非常高，通常

在2.0MHz（兆赫兹）至10MHz之
间，是人类听力无法察觉的。超声
波发射器产生一束超声波，穿透人
体组织并产生回声。这些回声被
接收器捕获并转换为电信号，然后
由计算机处理并生成图像。

临床上，超声波检查主要有如
下几种。

腹部超声波检查 该检查可
以检测肝脏、胆囊、脾脏、胰腺、
肾脏等器官是否受损。通过观
察器官的形态、大小、边缘和内
部结构，可以诊断肝硬化、肝癌、
胆囊结石、胰腺炎、肾结石等疾
病。

妇科超声波检查 该检查可
以诊断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
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等
疾病。通过观察子宫和卵巢的大
小、形态、位置和内部结构，还可
以评估病变的性质和程度。

心血管超声波检查 该检查
可以检测心脏的形态、结构和功
能，诊断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

变、心肌病等心脏疾病。同时还
可以评估心功能，计算心脏排血
量等。

肢体血管超声波检查 该检
查可以检测四肢血管是否有血栓
形成、动脉硬化闭塞症、斑块等病
变。通过观察血管的形态和结
构，可以诊断血管疾病，如动脉
炎、静脉炎等。

浅表器官超声波检查 该检
查可以检测甲状腺、乳腺、睾丸等
浅表器官是否有肿块或结节。通
过观察这些器官的形态和内部结
构，可以诊断甲状腺结节、乳腺增
生、睾丸炎等疾病。

介入治疗引导 超声波可以
用于介入治疗引导，如脓液抽吸、
肿瘤活检指征、关节腔注射等。

通过超声波的引导，可以提高治
疗的准确性和效果。

常见应用
肝病诊断 通过腹部超声波

检查，可以检测肝脏是否有脂肪
肝、肝硬化、肝癌等疾病。这些疾
病可能导致肝功能异常，影响身
体的代谢和健康。

妇科疾病诊断 妇科超声波
检查可以评估女性生殖系统的健
康状况。通过观察子宫和卵巢的
大小、形态和内部结构，可以诊断
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
位症等疾病。

心脏病诊断 心血管超声波
检查可以检测心脏的结构和功
能，诊断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变
等疾病。同时，该检查还可以评

估心脏功能，为患者制定治疗方
案提供依据。

血管疾病诊断 肢体血管超
声波检查可以检测四肢血管是否
有血栓形成、动脉硬化闭塞症等
病变，对于评估血管健康和制定
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浅表器官疾病诊断 浅表器
官超声波检查可以检测甲状腺、
乳腺、睾丸等浅表器官是否有肿
块或结节，为这些器官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总之，超声波检查是一种重
要的医学影像学检查方法，可以用
于诊断很多疾病，为我们的健康保
驾护航。

（作者供职于河北北方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超声医学科）

什么是血培养检测
□孙玲云

正 常 人 的 血 液 是 无 菌
的。血液感染是一种危重的
全身感染，血培养是诊断血液
感染的基本而重要的方法，是
诊断血液感染的“金标准”。
当怀疑患者血液感染时，对其
进行血培养的检测，对其疾病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具有
重要意义。

临床上，如下这些情况需
要进行血培养检测：患者体温
大于38摄氏度或小于36摄氏
度；寒战；白细胞计数增多或
减少；呼吸频率大于 20 次/分
钟或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小
于 32 毫米汞柱（1 毫米汞柱=
133.322）；心率大于 90 次/分
钟；皮肤黏膜出血；昏迷；多器
官功能障碍；血压降低；炎症
反应参数如C反应蛋白、降钙
素原(PCT)、(1-3)-β-D-葡聚
糖检测（克试验）升高等。

采集血培养的标本时，应
该注意如下问题。

注 意 采 集 血 培 养 的 时
机。只要怀疑血液细菌感染，
应立即采集。采集血培养应
尽量在使用抗菌药物之前进
行。对间歇性寒战或发热应
在寒战或体温高峰到来之前
0.5 小时~1 小时采集血液，或
于寒战或发热后1小时进行。

注意采集方式。注射器
采集，先厌氧后需氧；蝶形针
采集，先需氧后厌氧；注射器
穿刺取血后，勿换针头，如第
二次穿刺取血，可换。

由于皮肤上存在有大量
的正常菌群，为防止皮肤寄
生菌的污染，应使用消毒剂
（碘伏或碘酊）对皮肤进行严
格的消毒处理。严格执行以
下三步消毒法：70%乙醇擦拭
静脉穿刺部位30秒以上。1%
~2%碘酊作用 30 秒或 10%碘

伏 60 秒，从穿刺点向外画圈
消毒，至消毒区域直径达3厘
米以上。70%乙醇脱碘：对碘
过敏的患者，用70%乙醇消毒
60 秒，待乙醇挥发干燥后采
血。在穿刺前或穿刺期间，
为防止静脉滑动，可戴乳胶
手套固定静脉，但不可接触
穿刺点。

血标本接种到培养瓶后，
应轻轻颠倒混匀以防止血液
凝固。采集后应立即送检，如
不能立即送检，可室温保存，
切勿冷藏。

成人建议采集 2 套~3 套
血培养标本（每套包括一个需
氧瓶＋一个厌氧瓶），共4瓶~
6瓶，每瓶采集8毫升~10毫升
血量。儿童在短时间内，在不
同位置，每次只需采集2瓶儿
童专用血培养瓶，每瓶采集 3
毫升~5毫升血量。

血液标本中常见的病原
体主要有如下几种：常见的革
兰氏阳性球菌如金黄色葡萄
球菌、肠球菌等。常见的革兰
氏阳性球菌如结核分枝杆菌、
产单核李斯特菌等。常见的
革兰氏阴性球菌如脑膜炎奈
瑟菌、淋病奈瑟球菌等。常见
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如大肠埃
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常见
的真菌如念珠菌、曲霉菌等。
常见的厌氧菌如拟杆菌、产气
荚膜梭菌等。

血培养检测到病原菌时，
检测人员应及时对检测到的
病原菌进行药物敏感试验，临
床医师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
给患者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和
合理的抗生素的剂量，对患者
及时进行治疗。

（作者供职于河南科技大
学临床医学院/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