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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血液标本出现误差的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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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检验科血液标本出现误差的原因及应对措施。方法：选取本院（在 2017 年 5 月-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出

现误差的血液标本，采用统计学分析出现误差的原因，再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结果：80 例出现误差的血液标本的主要原因有：（1）患

者本身影响因素，占 50.00%（40/80）；（2）标本送检影响因素，占 18.75%（15/80）；（3）标本采集影响因素，占 27.50%（22/80）；（4）标

本检验影响因素，占 3.75%（3/80），各组数据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检验科血液标本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是患者自身，其次

为标本采集，然后为标本送检，最后为标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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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的发展，血液检验成为临床中最不可或缺的检验项目
[1]。检验结果是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数据，而合格的血液标本是确
保质量的基础条件。血液标本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诸多影响因素
的影响，尽管血液标本的相关检验取得较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
定误差[2]。基于此，必须高度中同时引起血液标本出现误差的相关
原因，再采取针对性地解决措施[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收治的 80 例出现误差的血液标本。血液标本来源科
室：（1）内科；（2）外科；（3）妇科等。80 份血液标本中有 55 例
男性血液标本、25 例女性血液标本；平均年龄为（39.99±5.65）岁，
20 例血液生化检验误差、50 例血常规检验误差、10 例凝血功能检
查误差。 
1.2 方法 

所有血液标本均由送检科室的护理工作人员加以血液标本采
集（主要通过皮肤采血方法或者静脉采血方法）。皮肤采血方法取
患者坐位，严格按照无菌操作基础原则，采集结束后，使用碘伏加
以消毒处理，直到出血点不再出血。静脉采血方法则使用真空式静
脉采血方法，取患者坐位，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基础原则，结束后按
压止血。将采集好的血液标本按照检验项目放入不同类型的抗凝管
之中，贴好标签，及时送检。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80 例出现误差的血液标本的主要原因有：（1）患者本身影响因
素，占 50.00%（40/80，1 例剧烈运动、5 例女性月经、7 例采血量
不均、8 例药物作用、4 例需空腹检验的未完全禁食、15 例进食保
健品或者高脂肪食物）；（2）标本送检影响因素（6 例送检标本剧烈
震荡、3 例送检不够及时、6 例标本与申请单不符），占 18.75%
（15/80）；（3）标本采集影响因素（4 例采集血液时间过长、8 例采
集方式出现错误、10 例采血量不符合要求），占 27.50%（22/80）；
（4）标本检验影响因素（1 例标本未凝集、1 例处理不够规范、1
例未及时送检、0 例溶血、0 例选择错误抗凝管），占 3.75%（3/80），
各组数据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80 例出现误差的血液标本的主要原因分析（例/%） 

组别  所占比例 
患者本身影响因素 40（50.00） 
标本送检影响因素 15（18.75） 
标本采集影响因素 22（27.50） 
标本检验影响因素 3（3.75） 

χ2 9.45528 
p <0.05 

3.讨论
检验患者的血液标本是进一步明确患者病情的重要辅助手段

之一，随着医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疾病知识的日益深入认识，血液标

本的检测量也逐渐增加[4]。在检验血液标本过程中，需经历诸多个
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均会对检查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必须控制
好血液检验过程中的整体质量，便于获得更为精确的检验结果。 

80 例出现误差的血液标本的主要原因和相关解决措施： 
（1）患者本身影响因素：剧烈运动、女性月经、采血量不均、

药物作用、需空腹检验的未完全禁食、进食保健品或者高脂肪食物。
由于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医生在患者采血之前告
知其相关注意事项，在采血之前由于剧烈活动和不合理用药等均会
对检验结果产影响。患者本身的白细胞数量变化也会出现相应变
化，继而对检验结果造成一定影响。 

针对性解决措施有：临床医生需积极教育患者，让其掌握采血
之前的相关注意事项。避免患者出现填写错误信息的问题，造成安
全隐患的存在。 

（2）标本送检影响因素：送检标本剧烈震荡、送检不够及时、
标本与申请单不符。标本离开人体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标本放
置时间过长、检验过程中受到距离振动而发生溶血或者未及时送检
等，血液标本会出现数值变化，最终影响结果。 

解决措施：及时送检、避免震荡和阳光长时间照射和与水污染，
由专人负责管理，加强保护。 

（3）标本采集影响因素：采集血液时间过长、采集方式出现
错误、采血量不符合要求。部分工作人员在采集血液过程中未按照
标准操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责任心，未正确认识到引起误差发生
的相关原因，继而出现采集方式错误或者采血量不符合要求或者采
集时间过长等。 

解决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严格规范操作，采血之
前认真核对申请单。 

（4）标本检验影响因素：标本未凝集、处理不够规范、未及
时送检、溶血、选择错误抗凝管。工作人员未按照操作规范加以检
验，部分标本未凝集或者未及时校对相关仪器设备，最终导致误差
出现。 

解决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意识，按照标本要求加以管理，
认真校对仪器设备，选择原装配套试剂。 

综上所述，检验科血液标本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是患者自身，
其次为标本采集，然后为标本送检，最后为标本检验；需通过提高
患者认识和规范血液标本操作，继而减少误差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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