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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 职业卫生检测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发展成果， 职业卫生检测方法规范性不断提高， 为进

一步提升职业卫生检测质量， 在职业卫生检测实验室开展期

间核查， 是确保检验工作质量的关键。 本文介绍了标准物质、
现场及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期间核查方法， 为职业卫生检测实

验室进行期间核查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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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职业危害的数量种类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广， 因此职业卫生检测也显得愈发重要， 各级疾

控中心、 职业病防治所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职业卫生检测实

验室正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因此职业卫生检测实验室必须确

保检测结果真实可信， 做好检测质量控制工作， 这其中就包

括对实验室仪器设备、 标准物质和现场检测设备进行期间核

查， 一旦发生偏移， 可及时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 尽可能

减少或降低由于设备标准物质或者校准状态失效而产生的结

果偏差偏移， 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有效性， 为检测对象

和社会提供可信的数据和满意的服务。
１　 期间核查的含义概述

期间核查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ｈｅｃｋｓ） 是根据规定程序， 为了

确定计量标准、 标准物质或其他测量仪器是否保持其原有状

态而进行的操作［１］ 。 施昌彦将其概括为使用简单实用并具相

当可信度的方法， 对可能造成设备不合格的测量设备或参考

标准、 基准、 传递标准或工作标准以及标准物质 （参考物质）
的某些参数在两次相邻的定期检定 ／校准之间的时间间隔内进

行检查， 以判定设备是否保持着校准或检定时的准确度， 以

确保检测和校准结果的质量［２］ 。 实验室计量标准检测设备的

技术性能持续稳定的处于可靠状态， 期间核查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日常质量管理工作， 但其往往容易被实验室工作人员

忽视。
期间核查与校准和仪器检定相比主要是由实验室人员进

行， 不一定使用高一级的计量标准进行， 不具有溯源性， 不

能替代校准或检定。 只要可能， 所有的设备都应该进行期间

核查。 职业卫生检测实验室开展的期间核查应包括三方面的

内容， 实验室仪器设备、 实验室标准物质以及现场检测设备

的期间核查。
２　 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

在职业卫生检测实验室中标准物质是开展各项目检测与

仪器设备校准、 实验室考核、 资质认定等工作的重要资源，
是保证实验数据真实性、 有效性、 准确性的重要保障。 在职

业卫生检测中标准物质的主要用途包括绘制标准曲线、 仪器

的校准或鉴定、 作为质控样品、 考核人员的检测能力等。 由

于目前国家标准对于实验室如何进行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以

及核查项目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方法， 各实验室对标准物质

的期间核查存在认识上的混乱和操作上的困扰。 大多数职业

卫生检测实验室使用的标准物质均是购买的有证标准物质，
包括做工作标准用的金属类、 有机类、 无机类液体标准溶液，
做质控用的固体标准物质如金属滤膜、 活性炭管、 血铅、 尿

铅等生物制品标准物。 对于有证并未开封使用的标准物质，
在其有效期间， 一般建议不核查［３］ 。

当有证标准物质经过配制、 稀释， 成为标准储备液、 工

作液时， 由于储存、 使用不当， 极易造成标准物质的介质挥

发、 物质分解、 产生异构体等问题， 如不进行核查， 会对检

测结果的质量产生影响， 应将其列为日常标准物质核查的重

点。 核查方法包括： （１） 采用质控样品来核查标准物质， 例

如采用血铅或尿铅、 活性炭管或滤膜等进行测定可反映出标

准物质所稀释的标准系列是否可靠， 质控样品的测定值在理

论真值范围内， 即判定所使用的标准物质可信； （２） 采用基

准试剂或标准滴定溶液来标定标准物质， 例如对氢氧化钠、
硫代硫酸钠等标准滴定溶液， 采用基准试剂进行核查， 判定

其结果是否与标准物质证书的浓度一致； （３） 采用质量控制

图来检查标准物质， 对于标准物质连续测定 ２５ 次以上， 通过

收集每次测定标准曲线的斜率和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分析， 绘

制质量控制图， 利用质控图对标准物质量值的稳定性进行监

测， 以达到核查目的； （４） 采用新的标准物质来评价旧的标

准物质， 通常采用新旧标准分别测定， 看同一浓度的吸光度

或荧光强度的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的值应控制在 １０％以内［４］ 。
不同实验室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资源条件选择有效的标

准物质的期间核查方法。
３　 现场仪器设备期间核查

职业卫生现场检测仪器以其体积小、 重量轻、 携带方便、
检测快速实时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现场项目的即时检测， 如二

氧化碳、 臭氧、 甲醛监测仪和声级计等。 由于现场检测设备

使用场所不固定、 使用频繁， 经常携带运输， 使用环境恶劣

容易污染等， 其校准状态的可持续性难以维持。 因此， 对职

业卫生现场检测设备的期间核查是保证检验质量管理的重点，
是保持测量设备在检定 ／校准间隔有效运行的重要措施。
３ １　 期间核查对象及时机

不是所有现场测量设备都要进行期间核查， 不涉及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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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样设备、 辅助性设备如温度计、 玻璃器皿等性能比较稳

定的一般不需要期间核查。 其他需要定期计量的检测设备在

两次校准 ／计量之间应进行期间核查， 职业卫生检测现场需要

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一般应包括： （１） 各类气体采样器， 如

大气采样器、 烟尘采样器等； （２） 各类气体测定仪， 如一氧

化碳测定仪、 甲醛测定仪； （３） 声级计； （４） 空气压力表、
风速仪、 照度计、 紫外辐照剂、 射线监测仪等［５］ 。 当出现以

下意外情况时应立即展开核查， 如在强电磁场环境或温度、
湿度发生较大变化； 在监测过程中利用感官或与日常检测数

据比较发现数据可疑， 对仪器测量结果表示怀疑时； 遇到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重大职业卫生事故， 作为仲裁或有争议

时； 检测结果处于国家规定的标准附近， 需要科学判断是否

超标时； 当检测浓度持续过高， 仪器设备被污染过载等［６］ 。
３ ２　 期间核查方法

现场检测仪器不是所有参数和量程都需要核查， 应根据

使用频率、 历年校准证书、 检定证书选择示值变动较频繁的

参数和量程， 针对设备的具体特点， 从经济实用、 可靠可行

等方面综合考虑选择相应的期间核查方法。
期间核查常用方法主要有 （１） 仪器设备运行状态检查：

观察外部结构零部件是否完整， 在实验室进行模拟现场试验

性检测， 检查仪器的综合运行状态； （２） 标准传递测量法：
运用高一等级的计量标准来测试核查设备， 如技术指标在标

准规定范围内， 认为可以通过； （３） 多台设备比对法： 运用

２ 台或以上同类型测量设备对同一项目进行测定， 得到测量

值的结果在测量不确定度范围内， 认为核查通过； （４） 使用

有证标准物质进行核查： 例如 ｐＨ 计、 一氧化碳分析仪等采用

购买的具有定值的有证标准物质去校准被核查的参数是否在

受控范围内； （５） 使用不同监测方法比对： 利用国标中的化

学检测方法与现场检测仪器法进行对比， 或不同检测方法进

行比较， 评价核查结果； （６） 实验室间比对法： 利用不同实

验室的同一类型设备对同一现场项目进行测定， 通过比对核

查仪器参数， 此法要注意检测方法的可靠性以及比对实验室

一般要求资质或级别要高于本单位； （７） 自带标样核查法：
许多现场设备购买时配备了自带的标准系列， 如射线检测仪

配置的百带标准膜片， 便携式电子分析天平内置的标准工作

砝码等， 按仪器说明书上的方法进行校准核查［６］ 。
现场仪器的期间核查应排出诸如人员、 环境等其他因素

的影响， 测量次数应不低于 １０ 次， 取重复测量的平均值作为

核查结果［７］ 。
４　 职业卫生实验室仪器设备期间核查

职业卫生检测实验室常用仪器包括大型仪器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气相色谱仪、 液相色谱仪、
离子色谱仪等， 小型仪器主要包括电子天平、 分光光度计、
冷原子吸收测汞仪等。 通常情况下， 所有在用仪器在检定周

期内均应进行期间核查。
４ １　 期间核查对象及时机

通常情况下， 实验室仪器在两次周期检定 （校准） 间隔

时间的中期进行期间核查， 特殊情况的期间核查根据需要而

定［８］ ， 一般包括： （１） 仪器设备即将进行重要的检测任务，
如参与国家级、 省市级实验室盲样考核、 突发职业卫生事件、
职业病诊断样品仲裁任务等； （２） 一般在实验室使用， 因特

殊原因需要外出检测返回实验室后； （３） 仪器设备对环境条

件要求高， 如水、 气、 温度、 湿度、 电压、 通风等， 这些条

件发生较大变化， 刚刚恢复后； ④仪器发生跌落、 碰撞、 强

电压冲击等意外事故之后； ⑤检测人员在检测过程中对仪器

性能有所怀疑时。
４ ２　 期间核查方法举例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职业卫生检测中常用的大型仪器，
它的检定周期通常为 ２ 年， 在检定周期的每个季度或每半年

应进行一次期间核查， 参照仪器说明书以及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６９４—２００９） 选取对仪器稳定性影响

较大的参数对仪器的稳定性、 分辨率、 灵敏度等指标进行核

查， 评价仪器的稳定性。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期间核查指标及要求［９］ 包括 （１）

基线稳定性： 仪器的基本性能指标是仪器使用一段时间必须

进行检查的指标， 包括静态基线稳定性和点火基线稳定性两

个内容。 使用中或修理后的仪器静态最大零漂移为±０ ００６，
最大瞬时噪声为 ０ ００６； 使用中的点火最大零漂移为±０ ００８，
最大瞬时噪声为 ０ ００８。 （２） 波长示值误差与重复性： 波长

的准确性是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 多数

进口原子吸收仪均可以波长自检。 重复性是 ３ 次测量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之差应不大于 ０ ３ ｎｍ， 波长示值误差不超过±０ ５
ｎｍ。 （３） 分辨率： 是检查仪器分光器的指标， 当仪器光谱带

宽 ０ ２ ｎｍ 时， 可分辨锰 ２７９ ５ ｎｍ 和 ２７９ ８ ｎｍ 双线峰。 （４）
石墨炉法： 测定金属镉的检出限、 特征量和精密度， 使用中

或检定后的仪器 ３ 个指标分别不大于 ４ ｐｇ、 ２ ｐｇ 和 ７％。 （５）
火焰法： 测定金属铜的检出限和精密度使用中或修理后分别

不大于 ０ ００８ μｇ ／ ｍｌ 和 １ ５％。
５　 期间核查结果处理及记录

开展期间核查后应该对所得出的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和评

价， 从而判断核查的标准物质或仪器设备是否出现异常或者

有出现异常的趋势， 当结果显示有问题时， 应立即报停维修，
必要时重新检验。 编制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 做好核查记录，
包括核查依据、 被核查仪器或标准物质的基本信息、 核查时

的环境条件、 核查时相关信息 （时间、 参数、 操作人员、 核

查原始记录）、 数据处理、 核查曲线图或控制图、 核查结

论等。
期间核查可以提高检测质量， 降低实验结果出现差错的

风险， 但并不能完全排除风险。 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的级别资

源和能力、 仪器设备和参考标准的重要程度以及进行期间核

查活动的成本和风险等因素考虑， 确定期间核查的对象、 方

法和频次， 并针对具体仪器项目制定期间核查的作业指导书，
在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对此作出相应的规定， 有效地

控制差错事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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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职业性慢性苯中毒所致的白细胞减少作用机制较为复

杂， 目前尚未发现比较满意的疗法。 近几年我们采用中药治

疗职业性慢性苯中毒取得一定疗效， 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依据 《职业性苯中毒诊断标准》 （ＧＢＺ６８—
２０１３） 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 中度苯中毒 （白细胞减少

症）。 随机分为两组： （１） 中药治疗组 ２２ 例， 男性 ４ 例、 女

性 １８ 例， 平均年龄 ４０ ５ 岁， 平均苯作业工龄 １１ 年， 病程 ６～
１５ 年， 外周血 ＷＢＣ ２ ６×１０９ ／ Ｌ ～ ４ ０×１０９ ／ Ｌ， 均值 ３ ２×１０９ ／
Ｌ。 （２） 西药对照组 ２０ 例， 男 ５ 例、 女 １５ 例， 平均年龄 ３８ ２
岁， 平均苯作业工龄 １２ ５ 年， 病程 ５～２０ 年， 外周血 ＷＢＣ 计

数 ２ ７×１０９ ／ Ｌ ～ ３ ９×１０９ ／ Ｌ， 均值 ３ １×１０９ ／ Ｌ。 两组性别、 年

龄、 工龄、 病程及白细胞均值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 ２　 治疗方法

中药方剂组成： 当归 １０ ｇ、 炒白芍 １０ ｇ、 熟地 １０ ｇ、 黄芪

２０ ｇ、 党参 １０ ｇ、 升麻 ６ ｇ、 山茱萸 １０ ｇ、 鸡血藤 １５ ｇ、 大枣

１０ ｇ、 炙甘草 ３ ｇ， 阳虚加附片 ６ ｇ、 淫羊藿 １０ ｇ， 阴虚加生地

１０ ｇ、 酒黄精 １５ ｇ， 根据病情适时增减， 水煎口服， 每日 １
剂， ｂｉｄ。 对照组采用西药利可君， ２０ ｍｇ 口服， ｔｉｄ， 肌苷每

日 ０． ２ ｇ 静脉滴注。
１ ３　 观察方法及疗效评定

两组病人均 １４ ｄ 为一个疗程， 共 ３ 个疗程， 疗效评价依

据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１］ ， 显效： ＷＢＣ＞４ ０×１０９ ／
Ｌ， 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有效： ＷＢＣ＜４ ０× １０９ ／ Ｌ， 但较治疗

前上升 ０ ５×１０９ ／ Ｌ～ １ ０×１０９ ／ Ｌ， 症状改善； 无效： ＷＢＣ 升高

０ ５×１０９ ／ Ｌ， 症状改善。 服药期间每一个疗程后进行一次相关

症状记录， 复查血象。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 计数资

料采用 χ２ 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中药组显效 １６ 例、 有效 ４ 例、 无效 ２ 例， 总有效率

９１％； 对照组显效 １３ 例、 有效 ３ 例、 无效 ４ 例， 总有效率

８０％。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外周血 ＷＢＣ
总数中药组在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对照

组在治疗前后亦有差异， 但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两组

头晕头痛、 乏力、 睡眠障碍、 记忆减退等临床症状均有所改

善， 其中在改善乏力症状方面中药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Ｐ＜
０ ０１）， 其他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１）。

表 １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组别 例数
头晕头痛 乏力 睡眠障碍 记忆减退

好转 ％ 好转 ％ 好转 ％ 好转 ％

中药组 ２２ １９ ８６ ３ １８ ８１ ８ １４ ６３ ６ １２ ５４ ５

对照组 ２０ １６ ８０ ０ １３ ６５ ０ １１ ５５ ０ １０ ５０ ０

３　 讨论

职业性慢性苯中毒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症属于中医 “虚劳”
范畴， 其本质是苯类化合物对骨髓的渐进性和不可逆的损害，
但根本在于肾精亏损、 髓海瘀阻， 治疗宜采用补肾固本、 益

气生髓为主， 但因同时合并瘀阻， 需佐以化瘀， 以尽可能恢

复骨髓造血功能。 我们采用 “补中益气汤” 加减， 此方出自

金代名医李东垣 《脾胃论》 卷中， 具有补中益气、 升阳举陷

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加用补肾、 活血化瘀药物以期达到益气

养血生髓的效果。 结果显示， 中药治疗能显著提高外周血白

细胞水平， 一定程度上改善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

患者症状， 是行之有效、 值得推广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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