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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疾病谱
!

疾病谱分类构成比表#按构成比排序#前
!

位的病种分别是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

药物隐,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
!

种疾病占全部病历

的
/$-)"0

#见表
"

+

表
"

!

)..$

份病案的分类构成

],Y*

国际疾病分类 病案$份% 构成比$

0

%

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1*1 ."-1"

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
1"1 "*-")

药物瘾
2!. "2-$!

消化系统疾病
.1$ #-$#

呼吸系统疾病
.2$ /-2!

循环系统
.". 1-!#

神经系统疾病和感觉器官疾病
.$2 1-))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 !-*1

内分泌,营养,代谢和免疫疾病
".$ )-/)

损伤种类
*. .-#!

伪病
/1 .-)1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
". $-)/

精神疾患
". $-)/

妊娠,分明和产褥期并发症
". $-)/

先天异常
# $-.2

肿瘤
"1 $-!$

合计
)..$ "$$

'

!

讨
!!

论

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的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每年国家

要耗费一大笔开支#对其住院疾病谱进行调查和分析#有助于

缩减国家的经费开支+本组调查结果显示#犯罪嫌疑人住院疾

病谱前
)

位分别是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药物瘾#这与犯罪嫌疑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相关#有别于一般

普通人住院病案调查结果)

"

*

+

本组资料中#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居首位#占全部病案

.$0

#住院时间最少
"

周#最多
*)8

#平均时间
"!8

(住院费用

最少
/$$

元#最多
".$$$

元(平均费用
"$$$

元+皮肤疾病中

大多数为脓疱疮及疥疮#因为看守所为群居生活#易造成传染#

所以要以预防为主#对此类患者应加强卫生宣教#接触隔离#避

免爆发流行+另一类值得重视的疾病是传染病和药物瘾#传染

病发病率较高的是肺结核,丙型病毒性肝炎(而药物瘾中本文

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海洛因依赖#现在中国海洛因依赖已成为严

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社会问题#海洛因依赖者成为乙型肝炎病

毒,丙型肝炎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扩散流行极危险的社会

传染源群体)

.

*

+静脉吸毒易造成一些血液传染病的传播(另

外#由于毒品的影响#吸毒者机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肝

脏功能和免疫器官功能的全面下降#以致机体的抗病能力极度

减弱#因此#吸毒人群是传染病感染的高危人群)

)

*

+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及临床资料证明!$

"

%海洛因依赖者中感染病毒

性肝炎者占众多传染病的首位)

2

*

+$

.

%吸毒成为中国艾滋病新

发感染的最主要途径+对此类人群进行美沙酮及丁丙诺非维

持治疗#有利于减少和扼制
%]'

,肝炎等传染病在药物滥用人

群中的感染和传播#有利于成瘾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家庭功

能的维系+另外还不同程度的萎缩毒品市场#减少贩毒活动#

减轻禁毒工作的负担+本组资料显示#前
)

位病种占
!"0

#所

调查病案的大多数#说明重视和加强对这些疾病防治措施的研

究#有效降低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是做好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卫

生防病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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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中不合格血液标本的探讨分析

陈锦容"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12$$

#

!!

"摘要#

!

目的
!

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探讨临床检验不合格血液标本的原因以及对策$方法
!

选取
.$"$

年
1

!

".

月期间!本院各科住院患者采集血液作生化&免疫&血液细胞学检查的
1)$

份血液标本作为统计分析研究对象$

所有标本均由临床护士采集$所有检验标本均由护理人员采集&送检$采取严格监管措施!判断标本是否合格!对

于不合格标本进行详细登记!注明不合格标本的原因!针对原因探讨解决方法$结果
!

共收集血液标本
1)$

份!其

中血清
2)$

份!血浆
"2*

份!全血
!"

份$其中不合格标本
2"

份!占总标本的
1-!"0

"

2"

%

1)$

#$依据不合格标本的

不同原因分为
!

类(即溶血&凝固&错用抗凝&量不准及其他!各自的所占的比例为
.*-./0

&

"2-1)0

&

".-.$0

&

)"-/"0

以及
".-.$0

$结论
!

医护人员必须在工作中严格执行标本采集规范!注意标本采集&送检&处理等事项的

每一个环节!从而为临床提供及时准确的诊断依据!提高医疗质量$

"关键词#

!

血液标本'

!

临床检验'

!

不合格血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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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疾病都可以通过血液 学检查而得出结论+同时#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往往需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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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血液检验数据作为诊断参考#正确采集血液标本是实验

室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血液标本采集是分析前阶段

最重要的一步#其标本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的正

确与否)

"

*

+采集标本的不合格必将给检验结果带来偏差#从而

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严重者将使患者生命受到威胁+

为探讨临床检验不合格血液标本的原因以及对策#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1

!

".

月期间#本院各科住院患

者采集血液作生化,免疫,血液细胞学检查的
1)$

份血液标本

作为统计分析研究对象#所有检验标本均由护理人员采集,送

检#样本情况见表
"

+

表
"

!

血液标本数量

项目 血清 血浆 全血

数量$

1

%

2)$ "2* !"

比例$

0

%

1#-.! .)-1! #-"$

$-/

!

研究方法
!

采用调查研究方法#每天各实验室窗口有相

应的专业人员#负责对接收标本进行仔细的核对,检查+对所

有血液标本按照临床医师的申请的检查项目#及时发现标本有

无溶血,脂血,凝血,标本量少,标本错误及抗凝剂选择不当等

情况#判断标本是否合格#对于不合格标本进行详细登记#注明

不合格标本的原因#通知临床科室再次采集合格标本+针对原

因探讨解决方法+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SBF:5;5E<WNF9C

建立数据库#运用

I&II")-$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其中不合格标本
2"

份#占总标本的
1-!"0

$

2"

"

1)$

%+根

据不合格标本的不同原因分为
!

类!即溶血,凝固,错用抗凝,

量不准,其他$包括!标识不清,需隔绝空气的标本混入空气

等%#详见表
.

+

表
.

!

不合格血液样本原因

项目 溶血 凝固 错用抗凝 量不准 其他

数量$

1

%

". 1 ! ") !

比例$

0

%

.*-./ "2-1) ".-.$ )"-/" ".-.$

'

!

讨
!!

论

不合格标本$或质量有缺陷的标本%是指无法对样本进行

检测或检测后影响检验结果准确#其结果不能正确反映受检者

血液真实情况#对临床也没有指导意义+血液标本的正确采集

是保证血液检验结果真实准确的基本前提)

.

*

+样本的不合格

将直接导致无法取得符合患者真实病情检验数据#阻碍了临床

医生的无法正确诊断与治疗#甚至耽误患者的病情#容易引起

医疗纠纷#基于此#提高检验质量不仅是与检验人员的操作密

切相关#而且关系到临床医师,护理人员#为能够给临床提供及

时准确的诊断依据#必须严格执行标本采集规范,确保采集标

本的准确性#使不合格标本的百分率降到最低点#针对研究中

出现不合格样本的原因#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可以通过正规的操作和熟练的技能#避免血液标本

溶血现象发生+溶血#是临床检验中最常见的干扰因素之一+

溶血的标本不能反应原始标本的实际含量#其红细胞计数,血

细胞比容降低#影响钾,镁,转氨酶等多项指标的测定+出现溶

血现象主要因为操作不当和抽血器具不合格)

)

*

#因此可以通过

加强操作训练#提高技能水平来尽量避免此现象出现+同时也

有文献指出#穿刺不顺利,抽血速度过快,负压过大产生气泡,

混匀过程中剧烈振荡等都是可能导致溶血的因素#因此#在操

作中一定要尽量避免上述状况出现+

第二#为避免凝血#使用抗凝管时#及时轻轻颠倒
"#$f

#摇

匀
!

!

#

次#采用血液与抗凝剂充分混匀的方式避免凝血现象

发生#若在操作中发现凝血现象#及时与采集者联系#重新采集

标本+

第三#加强检验人员对于抗凝剂使用原则的培训#要求其

严格按照使用要求使用抗凝剂#减少出错率+同时#由于某些

真空采血管内添加了不同种类,不同剂量的抗凝剂#管子的盖

子用不同颜色做了标识#检验人员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不

能忙中出错#影响检验结果+

第四#定时检查采样仪器#保证试管质量+采血人员在标

本留取时#要注意检查试管的质量#对于试管有痕,渗漏等现

象#要及时更换+同时#为确保样本足量#血量的留取应达到实

验室全项检测血液量的最低要求$

)?R

以上%+

第五#贴签人员的工作态度对于标本的标识的清楚与正确

有着很大的影响+采血人员在贴签时#应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认真检查标签的质量#避免标签损坏,条码模糊,信息

缺失等现象的出现#对不合格的标签要重新更换#并正确贴签+

同时#可以将条形码作为标本的惟一标识进行贴签#并应用于

标本的整个分析过程)

2

*

+对标本的采集和检测使用条码项目#

可以减少标本在分析前,分析中的误差#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减

少分析差错#从而方便医生和患者获取相关信息#这也是实现

实验室自动化,信息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41

*

+

第六#由于被检验者本身的饮食,生活习惯等对标本质量

也有的影响#因此#在采集标本前#医务人员应告之有关注意事

项#减少脂血等不合格标本的出现+

总之#医护人员必须在工作中严格执行标本采集规范#注

意标本采集,送检,处理等事项的每一个环节#确保采集标本的

准确性与有效性#尽量降低 不合格标本的百分率#从而为临床

提供及时准确的诊断依据#提高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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