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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对血液检验的影响及护理效果探讨
甘　洁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　要】目的：分析标本采集对血液检验结果的影响并分析护理干预措施。方法：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对 1000 份血液标本采集结果展开分析，以简单随机法将 1000 份血液标本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针对性护理，分析标
本采集过程中对血液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并对护理干预效果进行探讨。结果：血液采集过程中受到采集时间、采集部位、送检
时间等因素影响，会导致血液标本结果出现差异。对照组的 500 份血液标本中出现误差情况高于观察组 P ＜ 0.05。结论：影响标
本血液检测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加以针对性护理措施有助于降低标本结果误差，提升诊断准确性。

【关键词】标本采集；血液检测；影响因素；护理效果

血液检验作为测量的人体血液各个物质含量的主要方式，

能够反映出人体内各种脂类、离子、蛋白质的水平，临床医护

人员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后，能够判断患者身体状态，以便开

展进一步诊疗工作 [1]。但是血液标本在采集过程中容易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不过关、操作不合理、采集不正确

等，一旦患者血液标本质量下降，无法确保检测结果是否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标本采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探究护理措施

的干预效果，以下是具体报道。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研究时间段为：2019 年 1 月 ~2020年 1 月，共抽选出 1000

份血液标本，以简单随机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前者采取常

规护理、后者实施针对性护理。纳入标准：所有标本采集对象

均对研究结果知情，且无任何精神病史；排除标准：认知功能

障碍、合并严重并发症者。1000例：男（n=512例）、女（n=488

例）；年龄范围：25~77 岁，平均：43.91±3.52 岁；1000 例

检测者的基本资料对比（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的血液采集情况以常规处理方式为主，即护理人员

负责抽血、检验人员负责送检。

观察组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1）首先，分析采集因素的

影响，常见因素包括：采集位置不同、标本量、标本放置时间

以及心理因素影响。针对上述因素进行制定针对性干预方式。

（2）严格选择采血部位  在对患者实施输液治疗过程中，严

禁展开采血操作，一般在患者完成输液或清晨空腹状态下进行

采血，注意采集标本位置选择输液对侧手臂进行抽血。（2）

针对采血量需要加以严格控制  在对患者进行血液标本采集

时，需要注意控制采集量，一旦量过大或过少均会对采集结果

产生影响。（3）标本放置时间控制   注意做好血液标本采集

时间的控制，在完成血液标本采集工作有以后，需要对含有抗

凝剂的试管展开反转操作，操作应严格控制力度，避免破坏血

液标本的情况。在送检期间，积极降低撞击、震动、阳光照射

等情况，加强预防管理力度，保证标本质量。（4）针对性心

理疏导  在对患者实施采血前，应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告知

患者血液检测的相关知识以及操作重要性，并让患者保持良好

的心理状态，促使患者始终处于放松状态，以积极降低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

1.3 观察指标

分析采集影响血液标本的相关因素，并比较两组标本误差

情况发生率。

1.4 统计学

SPSS22.0，计量资料“ sx ± ”表示，“t”检验；计数资

料以“%”表示，以“ 2x ”检验；2 组有效资料，以 P ＜ 0.05

认定有统计差异。

2 结果

影响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重要原因包括：血液标本放置时

间过长、标本质量不佳、采集位置不同、标本量、标本放置时

间以及采集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展开针对性干预措施后，观

察组血液标本中出现 21 例份误差样本（4.20%），而对照组出

现57份（11.40%），组间数据对比：卡方值=18.0210　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不断发展进步，临床诊疗过程中需

要借助血液检测结果，并以此为依据对患者展开有效治疗 [2]。

血液检测分析过程包括：分析前、分析中以及分析后三个环节

的质量把控。但是在分析前血液标本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检测

结果准确性下降，无法直接无法直观反映出患者的病情。为了

能够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要不断加强控制力度，积极减少

影响因素，为患者诊疗工作带来积极效果 [3]。

通过分析发现，影响血液标本采集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包括：采集部位的选择、采集时间以及送检时间、患者

自身的心理因素等 [4]。为此，需要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

以保证血液标本采集质量。对患者采集血液标本前，需要实施

健康教育，使其了解血液检验的目的、意义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让患者保持空腹状态十小时左右，并在心态平稳的情况下进行

血液采集。同时尽可能的缩短血液标本运输、储存时间，保证

环境温度合适，全面提升血液检测标本的质量 [5]。

在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接受血液标本采集的患者实施针

对性护理措施后，患者标本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

对比：P ＜ 0.05。提示说明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分析血

液标本采集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有助于降低影响标本检测结

果的不利因素，显著提升检测准确率。

由上所述，在血液标本采集过程中，血液标本的放置时间，

标本是否溶血以及标本采血量均有可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因

此需要对检验科医护人员展开定期培训，以提升自身工作素养

和操作能力，从而减少影响血液标本检验结果的不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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