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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护理人员*

!

检验标本*

!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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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23(&"+)"((+(&+"&,

文献标识码#

4

文章编号#

(!1&23(&"

!

)"((

"

(&2(3'12")

!!

目前!护理人员在临床检验采集标本中存在的采血时间与

条件"血样不足"操作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检测工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对此提出了加强与改进护理人员素质

的相关措施!以提高医疗工作质量#

$

!

采血前的准备

$+$

!

护理人员的准备
!

护理人员在采血前应做好$三查七

对%!认真核查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申请项目等情况#根据申

请项目合理安排采血顺序#采血顺序为*血培养"血凝管"血常

规管"血沉管"生化管及其他管#

$+%

!

患者的准备
!

检验结果可受到生理"情绪"运动"药物"饮

食"体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护理人员要熟知各种影响因素!

在采血前主动跟患者沟通好!并取得患者的配合#

$+%+$

!

生理因素
!

男性和女性在许多项目上都有差异!如男

性血红蛋白"血尿素"肌酐"血尿酸"肌酸激酶等均高于女性!女

性妊娠中后期血红蛋白下降-不同年段检测结果也是不同!如

新生儿血红蛋白"胆红素明显高于成人!健康儿童由于骨质生

长与发育导致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活性增加!碱性磷酸酶活性

明显升高!是健康成年男子的
&

倍#

$+%+%

!

情绪因素
!

采血一般需要在安静状态下进行!如患者

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时!可使血红蛋白"白细胞增高#

$+%+&

!

运动因素
!

运动可引起血液成分的变化!如*激烈运动

后可使肌酸肌酶"乳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血糖

等的测定值升高#有的恢复较慢!如谷丙转氨酶在停止运动

(N

后测定!其值仍可偏高
&"W

!

*"W

#还可引起电解质等成

分的变化#

$+%+'

!

药物因素
!

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影响逐渐被人们重视!

如*青霉素类可干扰十几项试验-大剂量静脉输液可使肌酐"尿

素"总蛋白和钾偏高-注射胰岛素后可使血钾离子进入细胞内!

而引起假性血钾下降-服维生素
$

后可使血糖"肌酐"尿酸"血

脂等下降-输入高渗葡萄糖后可使钾离子下降#

$+%+G

!

饮食因素
!

一般检测项目均要求禁食
()N

后采血!因

为进食对于许多检测项目具有光学干扰作用#如进食后可引

起血脂"血糖升高!而血脂又可影响许多检测项目!主要有(

(

)

被分析物分布非均一性#(

)

)血清或血浆中水分被取代!有时

可达
("W

左右#(

&

)对吸光度的干扰#(

3

)物理化学机制的干

扰#如标本中的脂蛋白可整合亲脂成分!降低与抗体的结合!

并影响电泳和层析#长期饮酒可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汁

酸"

*

2

谷氨酰转肽酶等升高-吸烟使血清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

低-长期饮咖啡可使三酰甘油升高!胆固醇下降#

$+%+H

!

体位因素
!

文献报导!有
)'

项生化指标坐位均值都大

于卧位!可见体位对生化结果影响很大#门诊为了便于操作!

通常采取坐位!病房通常为卧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同一患

者!每次采血最好采取相同的体位!这样前后的检测结果才更

有可比性#

%

!

采血时间

采血一般在早晨
1

*

""

!

("

*

""

进行#每一个实验都可能

有不同的要求!采血前一定要熟悉不同实验的要求!采血时间

的原则应该保证在采血后
(N

内离心血样!制成血浆或血清-

血涂片必须在采血后
)N

内准备#各个医院的住院患者都是

由护士采血!而且是由夜班护士完成采血!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任务重"时间紧!大多数护士采集时间在早晨
*

*

""

!

!

*

""

!而

检验时间在上午
,

*

""

!

("

*

""

开始!这样无疑就耽搁了
3

!

*N

#另外!不能让患者空腹时间太长(

(!N

以内)!否则会使血

清清蛋白"补体细胞"运铁蛋白"血糖下降!血清胆红素因清除

,

1'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HD=I9AJ

!

4K

L

K/?)"((

!

GM@+&)

!

7M+(&



率下降而上升!引起检验结果误差#

&

!

标本采集中存在的问题

本院血液标本的采集!除极少数项目外!其余项目由护士执

行!标本由护理人员送到检验科#这种采集过程造成的变异!远

超过操作过程中的变异.

(21

/

!作者曾遇到过以下几类情况*

&+$

!

低血钾患者!急查血钾!标本及时送到检验科!分离血清!

血清清晰无溶血!测血钾结果为
!+,PPM@

+

D

!低钾患者血钾不

但不低反而增高!带着疑问与病区联系!了解到该患者血标本

是在输液补钾的同时!在同侧静脉上抽的血!造成检验结果的

人为误差.

'2,

/

#

&+%

!

患者做骨髓穿刺分析发现结果与血象不符合!后经查问!

因护士看采血量不够!故将做血沉的血倾入血常规检查容器

内!致使血液抗凝比例失调!结果差异显著#

&+&

!

采出血后针头不取掉直接将血液注入容器内!造成溶血!

因血细胞内外成份有很大差异!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2((

/

#

&+'

!

某些特殊检查项目!需加入防腐剂或计时计量等试验!由

于留取的方法不正确或计量不准而导致检验结果的误

差.

()2(3

/

#

&+G

!

在送标本时!由于血液标本未完全凝固!试管倾斜后!血

液流出!由于血量不足!而无法检验.

(*

/

#

'

!

标本采集的质量控制

为加强质量控制!本院采取了以下措施#

'+$

!

结合实践中的问题对护理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从理论上

讲解标本采集的重要性"要求"注意点及测定之间的因果关系#

使他们了解到由于标本采集不当而导致检验结果误差!尤其是

和生命相关的项目!如电解质"血型等!不正确的结果给患者带

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从而提高了质量管理的思想认识.

(!2))

/

#

'+%

!

充实了护理人员岗位责任制的内容#对在岗的护理人员

经过专门培训后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或未经考核的不得

上岗工作#对在工作中违反岗位责任制或技术操作规范的!以

及造成后果的!要予以相应的处罚#由于加强了管理!增强了

护理人员的责任心#

'+&

!

建立了检验标本采集的规范化管理制度#要求在采集标

本时做到三准确!即采集的方法及对象要准确-使用抗凝剂(防

腐剂)的种类和数量要准确-采样"送样的时间要准确#根据检

验项目的要求!做到空腹时采样!不宜输液时采样!采样后要及

时送检#二防止!即防止溶血和凝血!严格执行操作技术规定

等制度.

)&2)!

/

#

'+'

!

检验科建立了标本验收把关制度#检验人员认真核查收

到的每一份标本!除完成三查对外(即检验单"检验标本"检验

项目对照三符合)!还应对标本的外观"容量作认真的观察检

查!有疑问及时和临床联系!必要时检验人员要亲自到现场采

样#通过以上措施!标本采集产生差异和不规范大大减少!检

验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G

!

讨
!!

论

临床检验分析前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及有效

性的关键环节!因不规范操作等原因影响检验质量的约占

&*+&W

#标本采集不规范虽然只是个别的!甚至是偶然的!但

对于患者可能就是致命的!绝不能掉以轻心!建议医疗单位要

重视这方面的管理.

)1

/

!护理学校(专业)同时应增加这方面的

教学内容#充分重视标本采集"运送"保存等各环节!有助于控

制分析前标本采集中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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