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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检验工作是医学治疗工作的重要环节，能够有

效地反映患者代谢情况以及多种器官的健康状况，其对

患者疾病的诊断、治疗效果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近几年

随着医学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辅助治

疗手段，医学临床检验操作起来已经相当便捷，但在实

际运用的过程中，由于医学检验的中间环节相对较多、

过程烦琐，因此检验的结果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

致检验结果出现明显误差。医学检验产生误差的原因较

多，实验室条件、样本的采集与保存、送检过程等环节

均可能导致影响检验结果准确性的误差出现。医学检验

结果出现误差一方面降低了医疗工作的质量，引起不必

要的医疗纠纷，另一方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因此，提高医学检验质量以及检验环节的质量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将临床医学检验作为主要研究

内容，重点阐述重要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于2019年03月～ 2021年02月期间，我院共收治80

例接受临床医学检验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的形式将其

平均分成实验组（n=40）和对照组（n=40）。实验组：男

性21例，女性19例，最大年龄为73岁，最小年龄为54

岁，平均年龄（57.43±5.64）岁。对照组：男性20例，女

性20例，最大年龄为75岁，最小年龄为55岁，平均年龄

（58.75±5.52）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统计无差异性。

2.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进行常规的检验分析，按照要

求进行。观察组实施的是针对性的检验控制，如下：

（1）掌握实验信息。一般情况下，需要对待检的样

品进行基本信息的分析，在整个质控过程中确保信息的可

靠性。此外需要严格对标本进行检查，检测时间以及所用

的药物信息等确保一致。对于承认的信息需要再次确认，

针对存在的基础信息不完善的现象，需要在检测过程中进

行确定，在短期内进行完善，确保基础信息的完整性。

（2）检验前重点环节质量控制方式。检验人员在开

展检验工作之前，需要对患者的基础资料、标本采集时

间和方式、检查项目等信息进行检查，确保准确无误后

选择科学的检查项目。同时检验人员需要和主治医师进

行沟通，选择检验步骤较少的检验项目，同时不影响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医护人员在采集标本时，需要按照规

定完成每一项操作，避免标本采集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不同检验项目需要的检验标本不同，需要结合患者的检

查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采集时间，同时不影响病情。

大部分患者都需要接受采血，医护人员在采血时需要选

择合理的采血体位，止血带的应用时间要控制在1分钟

之内，穿刺成功后需要立即将止血带松开 [1]。

（3）提高检验科人员技术水平。由于检验人员的业

务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检验人员缺乏临床工作经验，或

者工作不认真、不仔细，忽略送检的相关规范，导致检

验前的质量工作出现问题。通过举行讲座的形式对检验

科相关检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以及专

业知识。定期根据整个检验科中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

行针对性培训教育，提高检验科相关工作人员的临床检

验能力，同时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

（4）完善检验制度管理。检验过程中的质量管控很

重要，在检验阶段，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在责任

管理的过程中，换班制度和工作安排等都可能产生影响，

要求最大程度调动检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此外必须进

行工作上的管理，只有进行靠谱和准确的测试后，才能

减少漏洞。

（5）管理控制检验设备质量。在临床医学检验工作

中，选择使用的设备种类诸多，而且设备管理的合理性

会直接影响其检验的精准度。所以，实际检验的过程必

须强调设备质量的管理作用。为此，一定要严格管理计

算机信息设备与系统管理设备，积极开展信息录入的工

作，减少失误问题的发生率，实现工作质量与效率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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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另外，还要定期维护检验设备，对其性能进行

检查，确保设备使用的正常。在此基础上，对试剂质量

的管理与控制也十分重要，需确保试剂日期的有效性，

增强检验工作的精准度 [2]。

（6）进行检验报告的落实。在实际报告管理中，结

合报表的数量以及复杂性等，避免测试单丢失。在整个

判断和治疗中，可能存在严重的拖延的现象，在计算机

系统中必须进行各项检测数据的分析。多次重复操作造

成不良影响，需要进行控制是重点，给出报告后，结合患

者的实际情况，确保报告科学化。在测试中，医务人员需

要反复询问患者的病史和用药情况，采用计算机管理技术

后，对各种测试结果分析，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借鉴。

3.评价标准

对实验组、对照组检验结果准确率、满意度等一系

列临床指标数值进行对比研究。

4.统计学方法

对于计量内容而言，主要通过x±s、t检验的形式进

行表达，而对于计数资料而言，主要使用%以及x2的形

式进行表达，在数据比较呈现差异性时，通过P＜0.05

的形式表示。

二、结果

对照组（40例）：应用常规质量控制；实验组（40

例）：应用强化质量控制。实验组检验结果准确率为95%

（38/40），高于对照组（80%，32/40），临床对比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满意度为97.5%（39/40），

比对照组高，临床比较差异性显著（P＜0.05）。实验组

各项临床指标数值均比对照组高，组间比较存在显著差

异性（P＜0.05）。（见表1）。

表1　对比两组患者检验结果准确率、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检验结果准确率 满意度

实验组 40 38（95） 39（97.5

对照组 40 32（80） 30（75.0）

Χ2 4.1143 8.5375

P 0.0425 0.0034

三、讨论

在临床医学实验检测的过程中，对设备和试剂等检

验有更高的要求，依据具体的检测要求和内容等，需要

注意的是明确基本构成。在后期检测指导中，需要注意

的是做好各个环节的质控工作。

在临床医学技术的检测和控制中，以大环境作为基

础，医学检验设备合理应用是关键，在设备检测和分析

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做好这一方面的质控。计算机系

统在当前医学领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将计算机系统和

临床医学检验等结合在一起之后，可以提升整个设备的

精度。此外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设备的维护和检查，避免

由于设备故障出现的检验不准确的情况 [3-5]。

准确的检测数据对临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不同

环节的质控中要求从不同的点入手，确保检测系统的准

确性。在实验室工作中，采用很多的试剂，计算机系统

的存在能进一步实现管理的科学性。检测人员明确试剂

的剩余数量和使用情况，借助计算机系统模式可以对检

验试剂的应用进行有效的查阅。总之，选择适合的仪器、

适合的试剂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

在后期的医学检验指导中，科学有效的制度模式可

以起到进一步的保证作用，在实施质控的阶段，强调的

是制度管理。在各项工作落实中，可以从质量标准、岗

位职责、检验操作等入手，不断进行完善。在内部质量

控制中，提升检验人员的个人素养。个人素养和责任心

等可能影响到整体操作流程，因此需要提升检验人员的

专业能力，致力于临床医学检验中，确保各项管控工作

的积极落实 [6]。

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对于整体医学检查有一定的影

响，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来提高检测方法等。工作人员

自身必须有计划和有目的的组织参与到学习和交流中去，

开阔视野，扩展思路，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在后期的质

控中，依据环节设定的基本要求，对基本信息内容掌握，

只有合理实施管控和落实，才能确保临床医学检验质量

符合要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应用强化质量控制，检

验结果准确率以及满意度与对照组相比，两组比较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建议检验人员除了严格

按照有关规章流程进行操作外，还应当提高自身能力，

不断学习最新的检验手段以及质量控制的方法，尽可能

减少由人工因素导致的误差。另外，检验科工作人员可

以定期举行技术交流会，交流心得，提出问题，针对各

自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总结及完善，不仅能够提

升检验结果的准确率，同样也使患者的满意度得以全面

提升，推广可行性显著。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相对于传统常规检验质量管理方法，检

验科加强质量控制能够有效提高检验准确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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