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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检验科血液标本检测中的常见误差原因及相应的改善措施%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5

年
"#

月存在误差的血液标本
I&

例!对误差类型及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应对措施%结果
!

所有误

差的血液标本中!凝血标本发生率最高!溶血(血液标本量不准者次之#而标本检验误差原因中送检因素占
5?$IF

!

为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采集因素次之!占
?5$HF

#送检因素造成的误差中!由于

送检时间过长引起的误差发生率最高%结论
!

临床血液标本出现误差较为常见!且引起误差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因

此需在各个环节加以重视!提高操作者临床技能及责任心的同时!加强送检工作!同时严格规范标本检验操作!以提

高临床检验质量%

"关键词#

!

检验科#

!

血液标本#

!

误差分析#

!

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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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标本检验是检验科最常见的工作#而检验结果对大多

数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等均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是开

展临床治疗的基础工作之一+

"

,

)血液标本检验结果的真实性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标本的采集*送检及保存过程是引

起标本误差的重要原因+

#

,

)尽管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血液标

本的检验获得较大进步#但仍存在部分误差发生率+

?

,

)为提高

该院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质量#降低误差发生率#现通过对近

#

年的血液误差标本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5

年
"#

月出现

误差的血液标本
I&

例#其中男性血液标本
5H

例#女性血液标

本
2"

例#检验项目为血液常规检查
?5

例#血液生化检查
5"

例#凝血功能检查
#?

例)

$$/

!

方法

$$/$$

!

标本采集方法
!

所有血液标本均由送检科室护士采

集#通过皮肤采血法或静脉采血法#其中皮肤采血法取患者无

名指指端的内侧操作#采集时患者取坐位或仰卧位#嘱其放松#

严格按照无菌原则操作#采集完毕碘伏消毒#按压采血点至不

出血为止)静脉采血法使用真空式静脉采血#取患者肘正中静

脉#取坐位或仰卧位#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完毕后消毒*按压止

血)将采集的血液标本按照检验项目分别放入不同类型的抗

凝管中#贴好标签#及时送检)

$$/$/

!

分析评价方法
!

由专业血液标本工作人员参照血液标

本质量标准对所有标本进行质量检测#其中主要评价内容包括

溶血*凝血及血液外观等#发现问题血液标本进行反复查验#明

确误差标本后#将标本退回送检临床科室#并采用调查问卷的

形式#对相关护理工作人员及患者进行调查#包括血液标本的

采集方式*时间*过程*部位及标本的存放时间*存放温度*患者

的具体情况#调查结束后由相关人员对相关原因进行整理

分析)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STT"H$%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使用
&

# 检验#设检验水准为
(

_%$%2

#

#

%

%$%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I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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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

!

不合格血液标本类型分布分析
!

误差血液标本中#凝血

标本发生率最高#溶血标本及血液标本量不准的情况次之)见

表
"

)

表
"

!

不合格血液标本的类型分布

类型
%

百分比$

F

&

血液标本凝块
?" ?"$6

标本量不准
#6 #6$2

标本溶血
#6 #6$2

标本类型错误
6 6$"

标本污染
2 2$"

标本信息错误
# #$"

标本严重脂血
# #$"

/$/

!

不合格血液标本误差原因分析
!

标本检验误差出现的原

因为采集因素占
?5$HF

#送检因素占
5?$IF

#检测因素占

"6$?F

#患者个人自身因素占
2$"F

#送检因素造成的误差比

例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采集因素造成的误差比例也相对较高%而送检因素中由于送检

不及时导致送检时间过长引起的误差发生率最高)见表
#

)

表
#

!

血液标本的误差原因

类型
%

百分比$

F

&

采集因素 标本量较少
"# "#$#

真空管不符
I I$#

采血方法不当
& &$#

未摇匀
2 2$"

送检因素 送检时间过长
#H #H$6

送检过程剧烈震荡
"6 "6$?

检测因素 未及时检测
"" ""$#

标本处理错误
? ?$"

检验试剂使用错误
# #$%

患者自身因素 采集前未禁食
? ?$"

剧烈运动
" "$%

月经期间
" "$%

'

!

讨
!!

论

血液标本检验是对患者机体情况及了解病情的重要辅助

手段#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及对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血液标

本的检测项目也逐渐增加#获得检验结果之前还有诸多环节#

包括标本采集*存放*运送*检验前处理*检验结果报告#任何一

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因此需加强对整体过程的质量控

制#以获得更加准确的检验结果+

?

,

)

血液标本主要误差原因是标本采集进行检验的第一步#因

此标本采集中#也常会造成不同的影响)护理人员采集完成

后#将标本注入相应试管内#血液尚未有效与试管内的抗凝剂

混合#导致血液标本未有效抗凝#引起凝血发生#同时采集速度

过慢#也会致使凝血+

5!2

,

)而血液标本溶血则是注入试管内时#

未及时拔出针头直接推血#或是混匀时晃动过于猛烈#导致红

细胞被较细的针头挤压引起破碎#从而造成溶血发生#同时静

脉采血未一针见血#也可能引起溶血现象+

6!H

,

)用于手挤标本

的试管一般为抗凝试管#试管内具有一定计量抗凝剂#只有当

血液标本含量与抗凝剂含量相平衡时才能够达到抗凝效果#而

标本采集过多或过少均会导致标本过分稀释或无法充分抗凝#

因此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

,

)但根据统计结果显示#送检因素造

成的误差比例最高#其发生率明显高于采集因素#提示送检过

程也是容易引发标本误差的重要环节#但国内部分研究显示#

采集标本时造成误差的比例最高#与本研究结果存在差

异+

I!"%

,

)主要原因可能是该院在标本采集后送检工作的协调

不完善#导致送检时间过长#或送检人员未给予标本重视#导致

送检途中剧烈震荡#造成误差的发生#同时标本在送检科室的

保存条件不严格#也会影响标本中血液成分的改变#导致结果

出现误差+

""

,

)而在采集标本前患者饮食或进行剧烈运动#会

引起机体内血液中的
\<

b

*部分酶及尿素氮等成分出现波动#

而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数量也会发生改变#机体未调节平衡时进

行标本的采集#会影响结果的真实性+

"#

,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

误差因素在检验过程中造成#其中未及时检验占大部分#也有

部分是由于检验操作的失误#可能是检验标本量过大#任务重#

但仍需相关检验人员提高责任心及业务技能#以获得更精确的

检验结果)

提高血液检测质量的应对措施!$

"

&采集标本前#护士应了

解相关检验项目的注意事项#并与医师进行沟通#同时了解患

者的生理*生活习惯及用药情况#同时女性患者应尽量避免生

理期)采集标本前与患者充分沟通#嘱咐其在采集标本前避免

剧烈运动#保持空腹#指导患者正确用药#避免患者自身因素的

影响)$

#

&标本采集主要是护理人员的操作#需要其认真的态

度及责任心#采集标本前应检查器械是否准备完全或是否损

坏#核对患者是否空腹等#护理人员须熟悉掌握各类检测项目

的采血量*使用的真空管*抗凝剂的类型及采血部位等#采血过

程中尽量做到一针见血#同时避免压脉带的长时间压迫#不能

在患者有炎性或损伤的肢体进行采血#采集后应轻轻摇晃#使

血液标本与抗凝剂充分混匀+

"?

,

)$

?

&标本采集后应及时送往

检验科#避免拖延时间#运输过程要注意无剧烈震动#不能直接

受到阳光照射#防止送检过程中试管的丢失及损伤+

"5

,

)本研

究结果显示#因送检因素造成的误差发生最多#提示标本采集

后的送检管理工作不够完善#因此导致送检时间被延误#需进

一步加强送检人员的基本常识#采取相应的规范制度对标本送

检时间及相关操作进行指导规范)$

5

&标本送至检验科后#应

进行分类检测#明确相关标本的储存时间及条件+

"2

,

)在保存

标本的过程中也需动作轻柔#以免造成溶血#检测仪器常规保

养#检测相配现用#检测完毕后彻底清理相关仪器#应对检验人

员加强操作规范及相关知识教育#提高检验医师的责任心和耐

心#避免在工作任务较大时延误检验时间或出现失误#从而造

成结果不准确)

综上所述#不论是患者还是护理人员及检验医师等#均是

保证血液标本检验准确的要素#为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

强其诊断价值#应在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最大程度地降低

标本的误差#从而提供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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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H#

例#女性组有
H%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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