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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结果是临床医师在诊疗过程中所需要的重要信息。

可靠性除了检验科的保证外，同时还需要护理人员的配合。护

理人员对患者血液抽取的方式和方法，也是对检验结果的一个

很重要的质量保证。作者对护理人员抽取检验标本时易导致

检验结果异常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减少因护理抽血时操作不当

所造成的检验结果异常，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率。

１　标本采集前

１．１　饮食方面　部分检验项目对被抽血人是否为空腹要求非

常严格（例如：血糖、血脂、ＡＬＴ、ＡＳＴ、ＯＧＴＴ耐量试验等）进

食后采集血液标本将直接影响其检验结果。

１．２　药物方面　患者在血液采集之前进行的治疗对其检验结

果也有很大影响，本科患者长期接受化疗药物则会导致白细胞

降低。

２　标本采集中

２．１　采集部位及体位　针对正在输液的患者，应采集输液的

对侧肢体。若在同侧静脉采样，同则血液将会被所输液体所稀

释，直接导致检验结果异常，并且尽量保持在患者未输液的情

况下进行采血。在最新的研究中还显示抽血时患者不应握紧

拳头，握紧拳头会导致抽血时的血钾浓度，而血钾是肾功能检

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高血钾会引发肾功能衰竭或心脏疾

病等。因此，最好的操作方式是让患者在针头刺入时不要紧握

拳，尽量让手部放松。

２．２　采集时间　本科患者都为肿瘤患者，在使用化疗药物之

后患者的白细胞会随之降低，所以监测此类患者的白细胞则尤

为重要。使用化疗药物后白细胞的减少将直接导致肿瘤患者

免疫力低下，易受病原微生物侵袭，常因恶液质衰竭，继发严重

感染而导致死亡。并且时间因素对白细胞的干扰较大，下午较

上午偏高，１ｄ之内的变化甚至可相差一倍，因此检测白细胞

尽量保持在平静状态下，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检查。

２．３　采集方法　（１）末梢血：末梢血均来自毛细血管，在采血

过程中易使组织液渗入血液标本中，造成标本被稀释；挤压还

会使白细胞破裂，造成白细胞计数减少。在采血时间上会相对

较长，也会造成微凝血，直接影响红细胞与血小板的数值。（２）

静脉血：静脉血多来自肘前静脉等部位，受环境影响较小，检验

结果相对准确。但针对肿瘤患者的血管保护，肘前静脉抽血无

疑对血管的破坏较为严重。因此临床上也出现了植入式静脉

输液港（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ｖｅｎｏｕｓａｃｃｅｓｓｐｏｒｔ，ＩＶＡＰ）
［１］。

２．４　不规范采集　（１）抽血管使用错误，每种负压抽血管中抗

凝剂的使用都不一样。例如：紫色盖（ＥＤＴＡＫ２）多用于血常

规检测。蓝色盖（枸橼酸钠）多用于凝血功能检测。（２）抽血量

错误，普通人每毫升血液可离出０．４５～０．５ｍＬ左右血清
［２］，

但针对不同患者，例如血液黏稠度较高的患者的血液离心后血

清含量相对较少，因此对这种患者要留心多抽一些血液。在血

液量要求比较严格的检验中更应保证抽血量的准确，例如：凝

血检验要求２ｃｍ，血液流变检测要求５ｃｍ。（３）不合格血液标

本，最典型的就是溶血标本、脂血标本与凝血标本。溶血标本

直接会影响肾功能中的血钾、胆红素升高，脂血标本则有很大

的可能导致凝血值测不出。凝血标本则有可能是抽血结束后

未将血液与抽血管内抗凝剂充分混匀，最为常见的是血常规管

凝血。（４）抽血结束后的电子条形码标签粘贴错误
［３］也会对检

验结果造成影响。（５）采集后的标本不能及时送检，有２６种生

化检测项目随着存放时间的长短出现检验结果的差异，只有使

用新鲜的标本，检验的结果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４］。例如

血钾会随存放时间延长而升高，血糖会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３　小　　结

血液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不仅要靠检验科的质量监控，还需

要护理人员重视采集血标本的质量控制，防止标本抽错、凝固、

溶血等。提高采血项目准确率，把好检验质量的第一关卡，提

高医疗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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