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

(

)高质量的标本是高质量检验的第一步$正确进行标本采

集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主要因素$也是保证检验质量的一

个重要环节)检验标本的质量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从

而影响临床医师对患者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综上所述$工作人员上岗时间越短$临床经验*对检查项目

的采集要求越缺乏正确的了解$这与相关知识的系统培训有

关)采血人员采血知识的培训十分重要'

^

(

)应加强采血人员

对标本采集知识的培训$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反复培训$定

期考核$巩固培训知识)通过专题讲座和实践指导$对采血人

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培训$提高标本采集知识的认知程度)

同时对科室排班实行弹性工作制$需保证当班人员有充足时间

进行检验标本的采集工作'

#

(

)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与流程$规

范标本采集)在检验科*临床科室等相关部门协助下制定科学

合理的+标本采集规范和流程,和+标本采集管理制度与职责,$

明确采血人员的标本采集职责和行为$加强标本的各种管理措

施$确保为检验人员提供规范的标本$减少不合格标本的产生$

保证检验结果的正确性$从而提高医院的医疗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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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无偿献血初筛血型错误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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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中心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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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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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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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无偿献血初筛血型错误的原因#保障输血安全$方法
!

对该血站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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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6$"!

年
"6

月街头
9$9##

例无偿献血者的血型初筛结果与复检结果进行比对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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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初筛血型与复检不符!

$76!g

"#以
0

型误定为
&

型的比

例最高!

"#7<+g

"#其次为
&

型误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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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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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冬季初筛错型率比春秋季高$人为因素所致的初筛血型错误占

9̂7̂+g

$结论
!

为减少街头初筛血型错误#应增强工作人员质量意识和责任心#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和操作技能培训#严格执行操

作规程#改善工作环境$

关键词"无偿献血&

!

血型错误&

!

原因分析

!"#

!

"$78#9#

"

:

7)11;7"9<85+"8$76$"97"#7$9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85+"8$

!

6$"9

"

"#56<#85$6

!!

血型初筛是在献血现场进行操作$受人员*方法*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初筛血型存在一定的错误率)初筛血型错误不

仅增加血站检验科人员的工作量$而且导致献血者的不信任

感$不利于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因此$现对重庆市合川地区

6$""

"

6$"!

年街头无偿献血初筛血型错误进行回顾性统计分

析$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提高初筛血型的准确率$树立血站的良

好形象)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6$""

年
"

月至
6$"!

年
"6

月该血站对街头无

偿献血初筛血型资料及血液标本各
9$9##

例)

?7@

!

仪器与试剂
!

42>;5"!$

全自动加样仪$

Q>12)G>;

自动血

型分析仪#深圳爱康%和
#9

孔
`

形板)血型正反定型试剂均

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每批试剂均通过中

国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批批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7A

!

方法
!

#

"

%初筛!献血前采集献血者无名指末梢血$仅用

纸板法做正定型)#

6

%复检!血液采集完成后$采血护士留取与

血袋同源的试管标本$送回站内检验科用微板法做正*反定型

复检血型)检验科复检血型与初筛血型不一致$则溯源标本管

同源的血袋$剪取血袋的血辫重新进行血型正反定型试验)正

反定型不符合时$标本送重庆市血液中心做最终血型确认)

@

!

结
!!

果

@7?

!

初筛血型错误类型结果比较
!

初筛血型与复检不符共计

"!6

例$占街头采血总例数的
$76!g

)其中
0

型误定为
&

型

的比例最高#

"#7<+g

%$其次为
&

型误定为
]

型 #

"+7+<g

%)

见表
"

)

表
"

!!

初筛血型错误类型结果比较%

1

#

g

$&

正确血型
初筛血型

0

型
&

型
]

型
0&

型

0

型
Z 8$

#

"#7<+

%

""

#

<76+

%

^

#

!769

%

&

型
"9

#

"$7!8

%

Z 66

#

"+7+<

%

"6

#

<7̂#

%

]

型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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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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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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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8

#

"7#<

%

0&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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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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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6

%

+

#

6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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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Z

表示无数据)

@7@

!

各月份初筛血型错误类型结果比较
!

不同月份初筛错型

率不同$夏冬季均比春秋季高)见表
6

)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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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筛血型错误原因类型及百分比结果比较
!

人为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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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初筛血型错误占
9̂7̂+g

)见表
8

)

表
6

!!

各月份街头初筛血型错误类型结果比较

月份 检测例次#

1

% 初筛错型例数#

1

% 初筛错型率#

g

%

"

月
8+9+ "6 $78!

6

月
+$#8 "$ $76+

8

月
+!8! ^ $7"̂

+

月
!!69 "" $76$

!

月
!89̂ "$ $7"#

9

月
!!<8 "" $76$

<

月
89"$ "6 $788

^

月
96<+ 66 $78!

#

月
+<+̂ "6 $76!

"$

月
9$88 "8 $766

""

月
!"+# "$ $7"#

"6

月
9869 6" $788

合计
9$9## "!6 $76!

表
8

!!

初筛血型错误原因类型及比例%

1

#

g

$&

原因类型 所占比例

反应不充分$误判误填$反加和漏加试剂$交叉污染

采集不当
"$8

#

9<7<9

%

电脑录入错误
"+

#

#76"

%

血型标签标记错误
^

#

!769

%

不按规定核查血型
!

#

876#

%

献血者身份混淆
6

#

"786

%

冷凝集
"6

#

<7#$

%

亚型*疑难血型
^

#

!769

%

合计
"!6

#

"$$7$$

%

A

!

讨
!!

论

!!

街头无偿献血初筛血型
9$9##

例次$其中
"!6

例与复检

不符$不符合率为
$76!g

$高于相关文献报道'

"56

(

)这与该站

采血形式以流动采血车为主和检验专业知识比较薄弱的采血

护士承担快检工作有关)据研究报道$流动采血车初筛血型错

误率比固定献血屋高'

8

(

)表
"

结果表明$

0

型误判为
&

型和
&

型误判为
0

型$分别占初筛血型错误构成比的第
"

位和第
8

位$说明操作人员将试剂加反或者将
0

*

&

型混淆的情况比较

严重)另外$

&

型误定为
]

型和
0&

型误定为
0

型的错误率也

较高$提示街头初筛存在较多的
&

抗原漏检$同文献'

+

(报道

一致)表
6

结果显示$初筛血型错误率夏冬季均比春秋季高$

说明环境温度对血型检测*试剂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

(

)夏天气

温高$水份蒸发后红细胞聚集或者血液干涸$导致结果不易观

察)另外抗
0

*抗
&

的效价和亲和力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保存温

度过高而下降甚至失效)冬天气温低$常产生冷凝集现象和因

末梢血循环不畅而致使采血不当$从而影响血型检测)表
8

结

果表明$

"!6

例初筛血型错误原因$人为因素占
9̂7̂+g

$其中

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是发生初筛血型错误的重要原因!#

"

%不

仔细观察$对结果判断错误)#

6

%混淆献血者身份)#

8

%粗心大

意$将献血登记表血型填写错误$血型标签标记错误或者电脑

血型信息录入错误)#

+

%不按规定核查再次献血者血型$而直

接将献血证上的血型作为此次初筛血型)#

!

%工作随意$不按

规定操作$将试剂加反或者漏加试剂)人为操作不当造成发生

初筛血型错误的主要原因!#

"

%抗原抗体反应时间太短)将血

液与试剂混合后就急于判读$由于反应不充分$容易造成抗原

漏检)#

6

%抗原抗体比例不恰当)血液过多或过少$产生前带

或后带现象$导致误判'

6

(

)#

8

%末梢血采集时间过长)血样中

有凝块而误判$或者采集时过度挤压$使血液中红细胞少$血浆

量多$影响血型检测'

9

(

)#

+

%混匀血液和试剂时产生携带污染

或者晃动纸板查看结果时发生流动污染'

<

(

)此外$献血者亚

型*疑难血型等自身血型因素也引起一定比例的初筛血型

错误)

为减少血型差错$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加强人员思想教

育$强化质量意识$增强工作责任心$摒弃检验科复检把关的错

误思想)#

6

%加强人员血型血清学专业知识和检测技能培训$

经履职能力评估合格后上岗)#

8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避免末

梢血采集不当$按规定位置滴加试剂$掌握好试剂与红细胞反

应比例$确保反应时间充分$避免交叉污染)#

+

%操作完毕$认

真核查检测结果$确保血型填写*贴签和电脑录入正确)#

!

%改

善工作环境$保证适宜的检测温度$避免冷凝集素干扰试验)

#

9

%注重试剂质量$使用后及时于
6

"

^[

保存$防止细菌污染

和失效)#

<

%对亚型和疑难血型$建议在作好解释的基础上$对

献血者进行屏蔽)#

^

%根据采血量合理安排*有序开展工作$定

期开展初筛血型质量分析$并按质量目标考核和奖罚)只有从

人员*环境*试剂等多方面入手$采取完善制度*加强管理*提高

技术*规范工作流程$以及改善献血环境等综合措施$才能保证

血型初筛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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