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习惯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

%

*

'高明区有一大特色就是#大量

的养殖淡水鱼+虾#同时地处西江边上#西江鱼+虾自然成了他

们餐桌上的美食#因当地人群有生吃或半生吃淡水鱼虾的习

惯#所以肝吸虫感染率高'人体在感染肝吸虫并后#这一病症

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症状表现)

H

*

'轻度感染时不出现临

床症状或无明显临床症状#重度感染时在急性期主要表现为过

敏反应和消化道不适#包括发热+胃痛+腹胀+食欲不振+四肢无

力+肝区痛+血液检查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多等#但大部分患者

急性期症状不很明显#晚期感染人群会向肝癌+肝硬化+胆管

癌+腹水等方面转移)

B

*

#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高明区已是肝吸虫感染的高发地#它严重危害

当地人的身心健康#特别是
"!

"

C&

岁和
C!

"

%&

岁的男性和女

性#男性尤为严重#而这部分人正值人生青壮年#意气风发的时

候#是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所以有效地控制肝吸虫感染刻不

容缓'肝吸虫病是由于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囊蚴的淡水鱼+虾所

致#预防肝吸虫病应抓住经口传染这一环节#防止食入活囊蚴

是防治本病的关键'首先需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展开健康教育#

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其次在基层医院开

展肝吸虫病的检测#以便人们及时清楚是否感染肝吸虫#及时

检查#及时治疗'再次要加强对肝吸虫病防控工作的指导#提

高临床诊治及实验室诊断水平#对肝吸虫的宿主进行调查#了

解宿主感染状况#为制订下一步干预措施和治疗方案提供科学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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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血液检验标本误差与防控对策

荣仕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FCFF&&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临床血液检验标本出现误差的原因及制订防控对策&方法
!

选取
"&!C

年
!&

月至
"&!F

年
!!

月血液检

验标本出现误差的
%!

份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找出血液检验标本误差的原因所在!并提出相关的防控对策!以提高

血液检验标本的质量!确保检验结果的真实'可靠性&结果
!

%!

份血液检验标本出现的误差原因!分别为患者自身因素

"

"'$FY

$!标本采集因素"

C"$%Y

$!送检因素"

!!$FY

$!检验因素"

!%$CY

$&结论
!

影响血液检验标本分析前质量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检验科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各项检验工作流程!加强专业人员专业知识学习及专业技能培训!加强与医护人员及

患者的沟通!以确保血液检验标本在分析前的质量!确保检验结果的真实'可靠性&

关键词"临床检验#

!

血液检验#

!

标本质量

!"#

!

!&$#'%'

"

I

$1::=$!%H#+C!#&$"&!%$!F$&%C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H#+C!#&

"

"&!%

$

!F+"!'H+&"

!!

分析前的血液检验标本质量是检验科实施质量管控工作

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合格的血液检验标本是保证检验结果可

靠+精确的重要前提)

!

*

'因此#在检验分析前必须确保血液检

验标本的质量#应最大限度降低血液检验标本误差)

"

*

'血液检

验标本的质量控制包括患者采血前的准备+血液的采集+标本

的运送+标本的处理及标本的保存等诸多环节'选取
"&!C

年

!&

月至
"&!F

年
!!

月本院血液检验标本出现误差的
%!

份标

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出相关防控对策#现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

选取
"&!C

年
!&

月至
"&!F

年
!!

月本院血液检验标本出

现误差的
%!

份标本#由检验人员进行记录#并将误差结果反馈

给临床科室#与相应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共同对误差原因进行归

类分析'

B

!

结
!!

果

!!

%!

份血液检验标本误差原因!血液采集因素
"%

份#占

C"$%Y

%患者自身因素
!B

份#占
"'$FY

%送检因素
H

份#占

!!$FY

%检验因素
!&

份#占
!%$CY

'见表
!

'

表
!

!!

%!

份血液标本误差原因

误差因素 构成比)

(

$

Y

&*

采集因素 标本凝集
"%

$

C"$%

&

标本溶血

抗凝比例不符

输液同侧采血

患者因素 非空腹抽血
!B

$

"'$F

&

剧烈运动后

送检因素 送检不及时
H

$

!!$F

&

检验因素 标本处理不当
!&

$

!%$C

&

检验时间延误

C

!

讨
!!

论

!!

本次研究对
%!

份血液检验标本产生误差的原因进行了详

尽分析#结果显示产生误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医护人

(

H'!"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U=;VAJK(9M

!

*O

?

O:;"&!%

!

W->$#H

!

7-$!F



员采集因素和患者自身因素#分别占
C"$%Y

和
"'$FY

'患者

自身的因素!患者在采血前的准备+运动情况+精神状态+采血

时间等都会对血液检验结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血液中的

白细胞+血小板等血液成分在早上和下午都会存在一定的波

动%剧烈运动后#精神紧张#疼痛+寒冷刺激等都会明显的升高%

饮食后血糖+血脂等生化检验项目结果都会明显增高'患者自

身对上述知识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医务人员的宣教不到位有直

接关系'故在采血前医务人员应提前交代患者做好采血前的

准备#如第
"

天早上需要采集血液标本时#医护人员必须提前

一天告诉患者当晚不要吃夜宵#空腹必须达
!"L

以上#并且在

采血前不要做剧烈运动#采血时不要过于紧张#保持常态'在

血液标本的采集方面#有部分医护人员没做好采血前的准备#

对检验项目标本的要求+用量及注意事项没有充分了解#对抗

凝剂使用认识不足#导致采血量不足+用错抗凝管+抗凝比例不

当等错误'另外#有部分护理人员采血操作技术不够熟练#特

别在采集小孩及血管不明显的患者血液标本时#采血不顺畅+

止血带缚扎时间过长#导致血量不足+血液凝集+溶血现象发

生'还有申请单与检验项目+患者信息出现不一致#往往非常

容易出现标本误差现象'这主要和护理人员并未认真按照/三

查七对0制度实施核查有很大关系)

#

*

'在实施采血前#医护人

员须认真核对好检验项目#明确采血量#并事先选择好采血管+

患者的采集部位#不能在有伤口+炎症部位以及在输液的同侧

采集血液检验标本#更不能在输液的针头直接采集#采血必须

顺畅#止血带缚扎时间不宜过长#进针后见到回血后应立即松

开压脉带#采血针头最好选
H

号针头#不宜过小#抽血的速度不

宜过快#避免溶血现象发生'需抗凝的血液标本#必须选择对

应的抗凝管#采血量必须与抗凝剂比例对应#不能过多#也不宜

过少#过多会引起标本凝集#过少会引起标本稀释'标本采集

完毕需轻轻颠倒抗凝管
#

"

F

次使血液与抗凝剂充分混匀#避

免血液标本凝集'在送检方面#血液标本运送过程中大幅震荡

可导致溶血#标本采集后没有及时送达实验室#导致检验时间

延误#最终导致检验结果的误差'血液在离开人体后#细胞仍

在进行物质代谢#标本存放一段时间#其含氧量会下降#氨和

4\

"

会逐渐上升#各种酶半衰期时间很短#若不及时送检#血液

标本就失去了检验的价值)

C

*

'所以血气检验标本要求采集后

必须立即送检#并要求在
!F61=

内检验'血球检验标本在
#&

61=

内送检#血生化检验标本在
"L

内送检'时间延长可导致

某些血液成分的分解或细胞内的成分溢出细胞外#导致检验结

果误差'如时间延长可导致血液葡萄糖分解#检验结果偏低%

细胞内的钾溢出细胞外#引起血清钾浓度升高'检验方面!血

液标本送达实验室后没有急时的处理+检验#或处理不当导致

结果误差'

防控对策!首先检验科必须建立健全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系#规范各项工作流程#编制临床检验标本采集手册#发到每个

医护人员手中#做到人手一册#并进行全员培训'使医护人员

都能正确掌握检验标本的采集方法+各种检验标本的要求+注

意事项以及标本送检+保存的相关知识#掌握各种抗凝剂的使

用及与采血量的比例#以及各种抗凝管的标识#能正确选择各

种血液检验用的采血管#规范采血流程#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

及患者的沟通'以确保血液检验标本在分析前的质量'血液

检验标本送达实验室后必须立即处理或检验#确保检验结果的

真实+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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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小板输注疗效分析

林晶晶!郑艳梅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武汉
C#&&H!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小板输注的临床效果及影响因素&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
!

日至
"&!C

年
!"

月
#!

日收治的

C%'

例血小板输注治疗患者!分析其临床治疗效果及影响效果的因素&结果
!

所有患者血小板输注的总无效率为
"FY

!其中
U4Z

无效率为
#FY

!肿瘤科无效率为
#&Y

!肝胆科无效率为
"%Y

!脑病科无效率为
!#Y

#患者输血次数越多!发生血小板输注无效的

概率越高&结论
!

血小板输注能够有效治疗血小板减少性出血!但在血小板输注治疗过程中导致其输注无效的因素较多!输注时

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增加血小板有效输注率&

关键词"血小板#

!

影响因素#

!

输血

!"#

!

!&$#'%'

"

I

$1::=$!%H#+C!#&$"&!%$!F$&%F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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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输血是现代医学领域越发推崇的临床用血观念#进行

成分输血可以节约用血资源#具有不良反应小+疗效好等特点'

随着输血技术的发展#血小板输注成为现代成分输血技术领域

的重要内容#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临床上血小板疾病的治疗

中)

!

*

'现阶段血小板输注主要用来治疗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功

能障碍等疾病'通过血小板输注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小板疾病

导致的病死率#因此#目前血小板输注问题一直被大家所重视#

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治疗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值的现象临床

上称之为 /血小板无效性输注0或 /血小板无效性灌注0#目

前临床上采取越来越多的方式用来控制血小板输注无效)

"

*

'

本文就本院血小板输注情况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
!

日至
"&!C

年
!"

月
#!

日

本院收治的
C%'

例血小板输注治疗患者#其中肿瘤科
"CF

例#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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