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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最重要的临床价值在于疗效观察及预测肿瘤

是否复发或转移!其分析质量与临床决断密切相关!这就要求

实验室在确立质量目标时应充分考虑临床需要"目前较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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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有效性的方法通常采用功效函数图法-

$>!!

.和
)I(

U

,N4

图

法-

!"

.等!

7

2

质量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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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理论指导质量控制方案的设计!指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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