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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检验的质量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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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引起血液标本检验异常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质量控制管理!提高血液标本检验准确

率$方法
!

/))2

年
4

月至
/)*)

年
4

月!对
*4;;

例献血者进行了对比研究!在采血过程中采集
/

份样本!溶血样本

和不溶血样本共
::+4

份!通过检查
::+4

份样本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

#%碱性

磷酸酶"

<9.

#和
&

谷氨酰转肽酶"

&

$̂ =

#水平!并对不同放置时间的不溶血样本进行乙肝%丙肝%梅毒和艾滋病筛

查!分析采血方式以及样本放置时间对血液标本检测的影响$结果
!

溶血组的
<9=

%

<P=

水平明显高于非溶血组!

&

$̂ =

水平明显低于非溶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两组样本的
<9.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放置

时间的增加!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以及艾滋病检出率明显降低!不同时间点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规范采血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血液样本检验的准确率!对于血液标本检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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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检测是临床实验室检测的重要内容#在疾病的诊

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血液检验的质量控制管

理#保证血液检验结果的真实可信#对于医院以及血站的血液

检验工作#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

-

)整个过程包括了检验前*检

验中以及检验后的多个方面质量管理#其中的血液标本采集以

及检验时间是整个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对
*4;;

例献

血者进行了研究#重点考察了血液样本的采集方式以及送检时

间对最终检测结果的影响#并提出质量控制管理措施#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2

年
4

月至
/)*)

年
4

月#本市自愿献血的

*4;;

例献血者#其中男
2;4

例#女
+)/

例#年龄
*;

!

''

#平均

年龄
:*5;

岁)

$5/

!

方法
!

对
*4;;

例献血者进行肘静脉采血#每个献血者

采集
/

份(一份采取常规规范取血#获得非溶血标本$非溶血

组%(另一份采取不规范采血$保留针头#直接将血液注入检测

管%#获得溶血样本$溶血组%)累计共采集
::+4

份血液样本#

对其进行预处理#然后检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

%*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P=

%*碱性磷酸酶$

<9.

%和
&

谷氨酰转肽酶

$

&

$̂ =

%水平)对于非溶血样本#分别在放置
)

*

/

*

(

*

40

后进行

乙型肝炎$下称乙肝%*丙型肝炎$下称丙肝%*梅毒和艾滋病筛

查)采用日立
+)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9=

*

<P=

*

<9.

和
&

$̂ =

水平(使用奥斯帮公司生产的全自动酶免

检测系统用同一种试剂进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MT

%*梅毒*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K?<

1

%和抗
$-HT

检测)

$5'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P.PP*:5)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数据采用
IhG

表示#采用
@

检验进行分析#计数数

据采用
(

/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不同采血方式的影响
!

溶血组
<9=

*

<P=

水平明显升

高#与非溶血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溶血组
&

$

=̂

水平低于非溶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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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基本没有受到采血方式的影响#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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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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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溶血组与非溶血组献血者生化指标检测

!!!!

结果&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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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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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9= <P= <9.

&

$̂ =

溶血组
:/5(h454: +25(h*:52 (25;h(5; *:5;h:52

非溶血组
**5(h'5(:

"

*'5+h:5:/

"

(+5+h*5( '25+h(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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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与溶血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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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放置时间的影响
!

随着放置时间的增加#

(

项检测

指标阳性率明显下降#乙肝检测阳性率从最初的
:54*(3

下降

到
)52(;3

#在
(0

时下降最为明显#与
)0

比较#差异有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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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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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2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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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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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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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肝在
(0

时检测#阳性率明显降低#与
)0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梅毒检测阳性率在前
:

个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放置
40

后#其阳性检出率亦

明显降低#与
)0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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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份

样本中#仅有
*

份检测出
-MT

阳性#随着时间推移#无
-MT

阳

性被检出#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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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不同放置时间点样本的阳性检出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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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时间 乙肝 丙肝 梅毒 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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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采集质量控制
!

在血液样本采集过程中#由于各种

原因引起红细胞在体外破裂#造成大量的细胞外物质进入血

浆#被血清稀释#这是血液样本发生溶血的重要原因,

/$:

-

)本研

究中#人为造成样本溶血#借此研究样本发生溶血后血液指标

是否发生变化)研究表明#样本发生溶血后#

<9=

*

<P=

水平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9.

水平基本不发

生变化(

&

$̂ =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这充分说明#由于采血方式不当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样本溶

血#会对检测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分析样本溶血对血液生化

指标产生影响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红细胞中的
<9=

和
<P=

释

放到血清中#造成检测过程中吸收值变大,

(

-

(同时#由于红细胞

中的某些物质#影响了
&

$̂ =

催化谷氨酰基转移到双苷肽分子

上#进而影响释放黄色检测物质硝基苯胺#导致吸光度降低#表

现为
&

$̂ =

水平降低)在血站#血液样本采集后#由于路途远*

血液运输等诸多因素#不能及时送检#无形中影响了最终的检

测结果,

'

-

)本研究对
*4;;

例样本在
(

个时间点筛查了乙肝*

丙肝*梅毒和艾滋病#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

项检

验的阳性检出率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样本检验要尽可能

地在采血之后立刻进行#如果有困难无法完成#也要选择好存

储条件#尽早进行,

4$+

-

)

'5/

!

检验试剂与仪器
!

血液样本检验过程中使用的试剂与仪

器也是影响检测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是质量控制管理的

重要内容)血液标本检验所使用的试剂#按照国家卫生部相关

规定#需要经过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鉴定合格#同时需要

本单位质量管理科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抽检#合格后方可使

用,

;

-

)

'5'

!

标准化操作
!

建立检验实验室
P,.

文件#确保检验结果

准确可靠#是整个血液标本检验质量管理的核心内容)该

P,.

体系包括了检验前*中*后的质量体系管理和操作文件#

需要涵盖实验的目的*职责*原理*操作步骤#以及记录的书写

和存档,

2

-

)通过完善标准化操作规程#使各项实验操作达到规

范化*标准化#以保证检查结果的安全*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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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手术方式很多#但应综合患者术前病情评估分级*骨折的

类型及选取内固定物的生物力学特点进行个性化的选择#不能

盲目根据单一因素或医生的手术操作偏好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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