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门诊或住院患者标本
!4'

例+

!4'

例标本中#

%

岁以下婴幼

儿
!%

例#

%

!

!%

岁
3'

例#

!%

!

.'

岁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法国
,[d9+_S()*94'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及配套试剂#全血质控品)批号
"'3""'"

$

"U

&*#含
!'

#

1

!%

K

"

1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9e

"

&的烘干小离心管#一次

性
"'

#

1

微量吸管+

$$'

!

检测项目
!

由仪器直接测试的项目白细胞计数$

O[S

&,

红细胞计数$

([S

&,血红蛋白$

ZM

&,血小板计数$

]1:

&等+

$$1

!

方法

$$1$$

!

仪器定标
!

仪器在
"3@

不关机连续工作的条件下#按

内装程序进行自动清洗#用
,[d

血细胞分析仪配套校准品进

行定标+每日在进行标本测定前#对全血质控物进行测定#其

各项参数值均在质控物参数范围内#即可进行标本检测+

$$1$/

!

标本采集
!

用真空采血管对患者顺利采集静脉血
"

61

颠倒混匀
&

次以上待检%对同一患者采无名指末梢血

4'

#

1

#加入烘干的含
!'

#

1!%

K

"

1 -̀:,9e

"

的小离心管中#

摇匀放置
%6B5

后重新摇匀检测+

$$2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均以
N0>

表示#采用
E

检验分

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测定的
3

项血常规主要参数经统计学分析#两组
O[S

,

([S

,

]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静脉血和末梢血常规
3

项主要参数检测结果&

N0>

'

组别
([S

$

P!'

!"

&

O[S

$

P!'

/

&

ZM

$

K

"

1

&

]1:

$

P!'

/

&

静脉血
3$#%0'$%' 4$"!0"$"4 !#'0"' !&%043

末梢血
3$4&0'$4% .$#%0#$'# !"&0!% "%#0&4

!

#

'$'%

#

'$'%

$

'$'%

#

'$'!

'

!

讨
!!

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原理逐渐完善#

检测技术不断创新#检测参数显著增多#检测结果准确性和精

确性大幅提高+但不同的标本采集方法#特别是皮肤穿刺采集

末梢血#因为不同部位穿刺血的细胞成分与血浆的比例常不一

致#与静脉血的差别更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血常规检测中#用静脉全血与末梢血

进行测定标本#其结果可直观地看到他们存在着大的差别#特

别是
]1:

项目+对他们进行
E

检验后#除了
ZM

项目的测定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细胞计数等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相差最大的
]1:

项目末梢血测定法检验结果比静脉血

测定法要高出
"'Q

多#由于在进行末梢血采血时#多少会有点

挤压#损伤和挤压使组织液的渗入都对
]1:

等细胞的黏附与

聚集产生影响)

!

*

#这也使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变化+末梢血由于

血管管径狭窄#循环不如静脉畅通#且局部温度偏低#血液成分

部分沉积#从而使细胞计数比静脉血高)

"

*

+末梢血常用棉签擦

拭消毒#不易发现的细小棉纤维随着血液进入计数系统#容易

造成计数微孔或管道的堵塞#产生计数误差#缩短仪器使用寿

命)

#

*

+静脉血能正确反映患者循环中的实际情况#比末梢血准

确,重现性好)

3

*

+因此#在日常实验工作中#都尽量要求临床采

集静脉全血标本进行常规检测+只有在患者静脉血采集困难

时#如婴幼儿,烧伤等情况下才采用末梢血进行检测+

因两种标本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会给临床治疗造

成偏差#所以在日常工作必须注意!$

!

&采集末梢血时#须对末

梢血结果进行校正#以增强末梢血与静脉全血检测结果间的可

比性+$

"

&进行静脉采血时应尽量缩短压脉带的压迫时间#一

般应小于
!6B5

#否则易引起细胞聚集)

%

*

+$

#

&末梢血稀释后必

须在
"'6B5

之内分析结果#超过时间检测结果偏差较大+$

3

&

O[S

的仪器分类只能作为一种过筛的手段#不能完全取代显

微镜手工分类)

"

*

%对仪器检出异常的结果#必须结合手工计数

与血涂片分类#以防漏检,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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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 反定型检测不符的原因分析

黄守民!刘宜仲!杨玉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中心血站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影响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反定型检测不符时产生的原因!旨在工作中减少血型错误

的发生!保障临床输血安全'有效%方法
!

采用
"'!'

!

"'!!

年无偿献血
%#/#3

人次中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反

定型检测不符的统计记录%结果
!

%#/#3

份无偿献血标本中!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反定型检测不符共
!#3

例!

总误定率为
'$"%Q

!人为因素造成
,[)

血型错误例数为
&#

例!占总
,[)

血型差错和正'反定型检测不符率的

4!$/3Q

"

&#

&

!#3

$%结论
!

应对
,[)

血型初筛检测工作人员不断进行业务培训和技能提高!增强血液质量意识!严

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操作规程操作!以降低血型差错率%

"关键词#

!

无偿献血者#

!

,[)

血型#

!

正定型#

!

反定型#

!

错误原因#

!

预防措施

!"#

!

$%&'()(

"

*

&+,,-&$)./0(122&/%$/&$.&%2Q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9/3%%

"

"'!"

$

!.9""!!9'#

!!

有文献报道用纸板法做正定型#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多种 原因影响#结果存在一定的错误率)

!

*

+而检验科进行
,[)

正,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CM+;HS8B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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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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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定型时也会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情况+

笔者对
"'!'

!

"'!!

年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反定型检测不

符情况进行了分析以及提出了预防措施#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
!

"'!'

!

"'!!

年本站无偿献血标本
%#/#3

份+

$$/

!

试剂
!

抗
9,

,抗
9[

标准血清试剂$吉林长春公司&%

,

,

[

,

)

标准红细胞$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所用试剂

均经批批检合格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

!

仪器
!

]e."''

全自动血型仪$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dC9

5?EG

全自动加样仪$瑞士公司&%

/4

孔进口
T

型梯度板$日本奥

林巴斯公司&%

_e, +_*"

"

3HB

K

B?C8

振荡器,

1̀ ^̀ U-:

离心

机%

_?GL;88

软件$海深威公司&%现代血站标准系统$唐山&+

$$1

!

方法

$$1$$

!

采血车初筛
,[)

血型正定型采用纸板法+使用抗
9

,

,抗
9[

标准血清做正定型+

$$1$/

!

检验科
,[)

正,反定型方法采用
]e."''

全自动血型

仪自动判断结果和
dC5?EG

加样人工读取结果+抗
9,

,抗
9[

标

准血清试剂与生理盐水以
!a#

稀释#市售
,

,

[

,

)

标准红细胞

按原液使用+

]e."''

全自动血型仪自动结果时按仪器要求

设置好参数#用
dC5?EG

加样人工读取结果时#按自编标准操作

规程步骤操作#首先用
dC5?EG

全自动加样仪扫描标本条码#将

预稀释成
#Q

的标本红细胞
%'

#

1

平均分配到
T

型板的两孔

中各
"%

#

1

#再吸血清
"4

#

1

平均分配到
T

型板的两孔中各
!#

#

1

#在两孔内分别加抗
9,

标准血清
"%

#

1

#抗
9[

标准血清
"%

#

1

#同一标本的两孔内分别加
,

标准红细胞试剂
#.

#

1

#

[

标

准红细胞试剂
#.

#

1

#振荡
"6B5

后轻扣微板#

4'6B5

后人工判

读作为参考结果+

$$1$'

!

如捐血车或捐血屋初筛
,[)

血型与实验室
,[)

血

型不符#需再测一次标本和再次留取血袋辫样本复测#如实验

室
,[)

正,反定型不符时以疑难血型送本单位血型研究室进

行再次确认+

/

!

结
!!

果

%#/#3

份无偿献血标本中#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反定

型检测不符共
!#3

例#总误定率为
'$"% Q

#人为因素造成

,[)

血型错误例数为
&#

例#占总
,[)

血型差错和正,反定型

检测不符率的
4!$/3Q

$

&#

"

!#3

&+见表
!

,

"

+

表
!

!

"'!'

!

"'!!

年各月采血人数
,[)

血型定型错误情况

月份
"'!'

年

采血人数 误定率)

&

$

Q

&*

"'!!

年

采血人数 误定率)

&

$

Q

&*

! "!4& "

$

'$'/

&

".4# 4

$

'$""

&

" !3"" !

$

'$'.

&

!!&! !

$

'$'&

&

# "#4' 4

$

'$"%

&

"33" 3

$

'$!4

&

3 !//' 3

$

'$"'

&

"%3& %

$

'$"'

&

% !//3 #

$

'$!%

&

""&% 4

$

'$"4

&

4 "!&' #

$

'$!3

&

"%4/ %

$

'$!/

&

. """" !!

$

'$%'

&

"%/" /

$

'$#%

&

& "#'# !.

$

'$.3

&

"".3 !#

$

'$%.

&

/ ""&/ "

$

'$'/

&

"4&# .

$

'$"4

&

!' "!.# &

$

'$#.

&

"3"" "

$

'$'&

&

!! "".3 4

$

'$"4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4%. 44

$

'$"4

&

"&".. 4&

$

'$"3

&

表
"

!

!#3

份
,[)

血型初筛错误和正%反定型不符的

!!!!!

原因分析统计表

序号
,[)

血型错误原因 人数 比例$

Q

&

! ,

型错成
[

,

)

,

,[

型
& %$/.

" [

型错成
,

,

)

,

,[

型
"% !&$44

# )

型错成
,

,

[

,

,[

型
& %$/.

3 ,[

型错成
,

,

[

,

)

,型
"4 !/$3'

%

血型建卡录入错误
!4 !!$/3

4

假凝集
. %$""

. ,

,

[

,

)

,

,[

各亚型
% #$.#

&

实验室
,[)

正,反定型不符疑难血型
#/ "/$!'

'

!

讨
!!

论

'$$

!

回顾调查本站
%#/#3

例无偿献血资料#

,[)

血型初筛和

正,反定型检测不符共
!#3

例#总误定率为
'$"%Q

#从表
!

得

出!

"'!'

年到
"'!!

年误定率波动不大#

"

年来
,[)

血型总误

定率与最近文献报道总误定率基本相符)

"

*

+又因抗
,

,抗
[

是

单克隆抗体#其效价及亲和力会随着使用时间的长短和保存温

度过高而下降#故表
!

中
,[)

血型误定率全年以
.

,

&

月为最

高#这也说明了南方气温高可直接影响
,[)

血型的误定率+

从表
"

可以看出#把献血者标本含有强冷凝集素,

,[)

亚型及

抗原减弱,实验室
,[)

正,反定型不符疑难血型作为非人为因

素造成的血型错误共
%!

例%而人为因素造成
,[)

血型初筛错

误例数为
&#

例#占总
,[)

血型差错和正,反定型检测不符率

的
4!$/3Q

$

&#

"

!#3

&+人为因素中又可分为以下几点原因!$

!

&

抗
9,

,抗
9[

标准血清交叉滴错#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

#

*

#业务

技能不过硬#操作失误等都有可能造成血型的误读,误判%试管

条码
,[)

血型勾错或血袋标签贴错,留错血样标本,血型建卡

录入错误等+$

"

&工作环境保证适宜的温度以采血车明显#冬

天室温过低#强冷凝集素引起的假凝集等都可能导致错误结果

的出现)

3

*

+$

#

&抗原抗体反应时间不足,反应不完全也会导致

,

,

[

,

,[

型误判
)

型+$

3

&实验室血型检测试剂未被正常使

用#试剂效价降低甚至失效试剂被使用时会造成
,[

型误判

,

,

[

型%

,"

型误判
)

型%

,"[

型误判
[

型+

'$/

!

血站提供正确血型的血液#是临床安全输血的关键)

%

*

+

为尽量减少血型错误的发生#确保血型检测结果的准确率#作

者认为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非人为因素原因
,[)

血型检测

正,反定型不符时!$

!

&应对症下药#实验室检测
,[)

血型时要

建立标准操作规程#按国家标准技术规范进行检测#在血型鉴

定工作中#工作人员的培训至关重要#工作人员应具有较高质

量意识和操作水平#正确使用检测仪器#维护,保养好仪器#确

保仪器检测性能稳定)

4

*

+正确的温度下保存试剂#认真检查试

剂的批号和失效日期#保证血型检测试剂被正常使用+$

"

&制

订一套严格质量控制程序#本站实验室目前采用留样再测方法

进行血型质量控制+人为因素原因致
,[)

血型检测定型错误

时!$

!

&

,[)

血型初筛工作人员应该具有高度责任心#单位要

不断加强业务培训和技能提高#增强血液质量意识#严格按国

家标准操作#可降低血型差错率+出车捐血前应对抗
9,

,抗
9[

标准血清试剂进行检查#试剂是否在适宜温度保存#试剂是否

有质量问题#有必要用
,[)

标准血细胞检测在用试剂是否有

效+$

"

&工作环境保证适宜的温度#积极建设献血屋#改善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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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血清试剂不正确使用会使效价降低

甚至失效#标准血清不用时应立即冷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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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人员较

多时#要保证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安排足够的初筛人员及时做

好献血人群的分流安排+$

%

&总之#只要精力集中#工作认真细

致#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操作#就可以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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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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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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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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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儿童爱心庄园医疗中心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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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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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中心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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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调查重庆市合川地区无偿献血和临床用血的基本情况!分析其存在问题!为保障临床血液供应

提供应对策略%方法
!

收集
"''.

!

"'!'

年在合川区中心血站献血的献血者资料和合川地区临床用血基本情况!调

查街头随机人群献血态度!对献血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献血量和人群不愿献血原因!以及血站采血

量'临床用血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采血量逐年增长!临床用血量快速上升%献血人群中!男性比例低于女性"比

例为
'$4%a!

$#献血年龄主要集中在
!&

!

#'

岁#献血人群中!教育程度较高者"大专及以上学历$约占
4'Q

!大学生

为献血主体#献血总量高于
!'''61

的不足
3'Q

%人群不愿献血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献血传染疾病和认为献血有

损健康%结论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血液需求逐年增加!应拓展无偿献血工作模式!完善无偿献血招募策略!以确

保临床血液供应%

"关键词#

!

无偿献血#

!

血液采集#

!

血液供应#

!

调查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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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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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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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临床血液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保证

血液供应#促进无偿献血事业健康发展#是血站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为了解本地区血液采供现状#为保障临床血液供应

提供应对策略#对
"''.

!

"'!'

年合川地区无偿献血和临床用

血的基本情况#以及街头随机人群献血态度的调查情况进行了

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来源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在本中心血站献血的献血者和本地区采供血量的统计资料#

以及
"'!!

年
#

月
!

!

!'

日发放并回收的
"3.

份街头随机人群

献血态度调查资料+

$$/

!

方法
!

调查献血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献血

量和人群不愿献血原因#以及血站采血量,临床用血量+

$$'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A;8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E

检验

和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自
"''.

年起#血站采血量
"''&

年增长
!%Q

#

"''/

年增

长达
!&Q

#

"'!'

年增长
4Q

%临床用血量
"''&

年增长
"&Q

#

"''/

年增长
%Q

#

"'!'

年又增长
""Q

+见表
!

+

/$/

!

"''.

!

"'!'

年无偿献血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年龄主要集中在
!&

!

#'

年龄段#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受教育程度高者献血人数较多#

职业以学生和职员为主#献血量以
"''

!

!'''61

为主体#见

表
"

+

/$'

!

调查人群不愿献血原因#有
!'#

例担心献血传染疾病

$

3!$.'Q

&#

/%

例认为献血有损健康$

#&$34Q

&#

"!

例家人不支

持$

&$%'Q

&#

%

例对献血反感$

"$'"Q

&#其他
"#

例$

/$#"Q

&+

表
!

!

血站采血量%临床用血量分布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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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
"''/

年
"'!'

年

血站采血量$

61

&

"##4"'' "4&'%'' #!4%"'' ##3'4''

临床用血量$

61

&

""444'' "&/.3'' #'%%4'' #.!#"''

采血量增长率$

Q

&

!'' !!% !!& !'4

用血量增长率$

Q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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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增长率为当年与上一年的比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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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

!!!!

献血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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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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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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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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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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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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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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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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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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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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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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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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