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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及改进对策$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血站

采集的血液样本
"$!0$

份!统计分析血液标本检测结果!考察不同试剂盒%检测仪器%操作人员操作对血液标本检

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

在
"$!0$

份血液样本中!

#-"/3

的血液标本不合格!

#-$43

的血液标本出现异常结果需要

重新检测$其中样本异常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仪器问题%试剂以及人员操作等
'

个方面$比较不同仪器%试剂以及人

员对血液标本进行检测!酶联免疫检测结果的影响范围在"

_$0-"43

"

_'(-.$3

#!均值
'"-./3

!所以在标本检

测时!检测结果
YLaYLf'"-./3

$结论
!

通过对酶联免疫检测结果的比对!采用不同厂家的全自动酶联免疫分

析仪和试剂协同作业可以更好地提高血液质量$在以后的试验中可以比较精确地把握以上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范围!以确保检测报告的正确性和用血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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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对于检验结果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血液标本是临床检验科常见的生物标本#血液标本的检

测结果可以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

"

+

,为了保证临床诊断

的正确性#需要保证血液标本结果的正确性,但血液标本的质

量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例如患者自身情况)采集时操作以

及环境)处理时间)处理方法等#均会使血液标本的质量受到影

响#最终导致检验结果发生异常,特别是血站里#血液标本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会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以及安全*

$

+

,血

站中接受的血液标本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保证血液标

本的质量#保证用血安全是血液中的重要环节,为保证血液样

本的质量及用血安全#现将影响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因素以及

相关解决措施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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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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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血站采集的

血液样本共
"$!0$

份#其中#男
0$4"

份#女
0$("

份,

$-/

!

仪器与试剂
!

加样设备为全自动加样系统$型号!

]K&"!#

#帝肯生产%(全自动后处理系统$型号
[7QW$.'#

#瑞

士哈美顿奥斯邦生产%(全自动一体机酶联免疫分析仪$型号!

JA=,E;7W

#深圳爱康生产%(检测设备#型号
&XYQY

,试剂!

乙肝试剂$由北京金豪生产提供#批号!

$#"$#."#"0

#厦门新创

生产提供#批号!

$#"$#0!""!

%(丙肝试剂$由北京万泰生产提

供#批号!

5$#"$#"$

(由上海科华提供#批号!

$#"$#(#$"

%(

XPR

病毒试剂$由珠海丽珠生产提供#批号!

$#"$#("!#/

(由北京万

泰#批号!

X$#"$#(#.

%(梅毒试剂$由珠海丽珠生产提供#批号!

$#"$#!#/#/

#由北京金豪#批号!

$#"$#."#"/

%,质控品$由康彻

斯坦提供生产#批号!

$#"$#''$

%,

$-'

!

方法

$-'-$

!

血液标本检查异常结果统计
!

将收集的
"$!0$

份血

液标本进行常规的样本处理检查#以
$!##A

"

*+,

离心
(*+,

后#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中进行血液标本检查#统计分析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

卷第
"(

期
!

2=>Q:D5?+,

!

K:

F

<:*>:A$#"!

!

R9?-"$

!

S9-"(

"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厅基金资助项目$

""$(0"#'L8!"

%,

!!

作者简介!邵海琴#女#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动脉粥样硬化方面的研究,



有血液标本的检查结果,异常血液标本是指标本的某项值水

平显著增高或者显著减少#或者某项检查值水平过低或过

高等,

$-'-/

!

不同试剂盒)检测仪器)操作人员检测比较
!

考察不同

试剂盒)检测仪器以及操作人员处理血液标本的检查结果,将

不用的试剂盒)仪器分为
$

组,其中
7

组采用全自动加样系

统对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处理(血液样本检查使用试剂分别是!

乙型肝炎#厂家!北京金豪#批号!

$#"$#."#"0

(丙型肝炎#厂家!

北京万泰#批号!

5$#"$#"$

(艾滋病#厂家!珠海丽珠#批号!

$#"$#("!#/

(梅毒#厂家!珠海丽珠#批号!

$#"$#!#/#/

,

Z

组则

采用全自动一体机酶联免疫分析仪进行血液样本的分析#血液

样本检查使用试剂分别是!乙型肝炎#厂家!厦门新创#批号!

$#"$#0!""!

(丙型肝炎#厂家!上海科华#批号!

$#"$#(#$"

(艾滋

病#厂家!北京万泰#批号!

X$#"$#(#.

(梅毒#厂家!北京金豪#

批号!

$#"$#."#"/

,质控品由康彻斯坦公司提供,试验前把试

剂和质控品从
$

"

/ )

冰箱内拿出#放室温平衡
$#*+,

以

上*

.

+

,计算不同批间重复性#

$

组均采用
W2PK7

法进行检查,

$

组工作人员每天需要将酶联免疫
.

项各做一板#并且在每块

酶标板上固定一孔加质控品#质控品与血液标本平行处理进行

试验操作,计算质控品的重现性,计算质控
YL

"

CE<9BB

#共做

0#

孔#计算出
!"3

值,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KK"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_L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h#-#!

为检验水准#

N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血液标本不合格以及检查异常结果统计
!

统计分析收集

"$!0$

份血液标本的临床检查结果#具体的结果如表
"

所示,

其中#

"$!0$

份血液样本中#有
#-"/3

的血液标本不合格#有

#-$43

的血液标本出现异常结果需要重新检测,

表
"

!

血液标本不合格以及检查异常结果统计

样本结果 样本$

1

% 样本$

3

%

不合格
$$ "##-#

溶血
"' !4-"

凝血
( '"-/

样本量不足
" .-!

稀释
" .-!

样本异常
'0 "##-#

人员操作原因
"# $(-/

仪器原因
4 $!-#

检查试剂
"' '0-"

检测环境
. ""-"

表
$

!

0#

孔质控品的检测结果

酶联免疫
.

项
7

组
Z

组

XZ;7

1

$

K

"

5Y

%

.-"' '-#$

抗
8X5R

$

K

"

5Y

%

$-#' "-44

抗
8XPR

$

K

"

5Y

%

.-(" .-$#

抗
8%&

$

K

"

5Y

%

"-'" .-"$

/-/

!

$

组酶联免疫检测结果
!

酶联免疫检测结果的影响范围

$

_$0-"43

"

_'(-.$3

%#均值
'"-./3

#所以#在标本检测

时#检测结果
YLaYLf'"-./3

,见表
$

)

'

,

表
'

!

重复数据

酶联免

疫
.

项

"

组批内

!"

$

3

%

$

组批内

!"

$

3

%

质控品检

测孔数$

1

%

J4!

$

3

%

检测结果范围

乙肝
"#-" ""-/ 0# '"-#0 YL_YLf'"-#03

丙肝
4-( /-/ 0# $0-"4 YL_YLf$0-"43

艾滋
""-$ "#-4 0# '"-$0 YL_YLf'"-$03

梅毒
"$-' ".-" 0# '(-.$ YL_YLf'(-.$3

!!

注!

J4!

就是
$

组批内
!"3

的平方和开方乘以
$

,

'

!

讨
!!

论

血站是保证用血安全的质控环节#血站的检验科需要对每

个血液样本的检测结果负责#保证血液质量#保证临床用血安

全#因此#需要提高血液检测的水平#了解影响血液样本的各类

因素#并且针对相关因素进行质控*

!

+

,影响血液标本的因素主

要包括有!血液标本采集)检验室环境生物安全问题)仪器及试

剂等,血液标本采集#献血者的身体状态可能会影响血液样本

的质量(采集时由于人多#环境相对比较混乱#使得血液样本质

量受到影响(另外#采集后血液的保存和运输也是会导致血液

质量下降的原因#从而影响检查质量*

0

+

,检查仪器以及试剂等

也会影响血液标本的检测结果,血液标本的检测结果需要依

靠精密的血液仪器进行分析#但长期使用仪器会对仪器本身造

成一定的损耗#影响血液检测仪器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和准确

性*

(

+

,因此#由于关系到临床用血安全#在血站的血液标本规

定对每袋的血液进行二次检验#不同厂家的试剂和仪器进行二

次检测#确保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

+

,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
"$!0$

份血液样本中#有

#-"/3

的血液标本不合格#有
#-$43

的血液标本出现异常结

果需要重新检测,对比血液标本的酶联免疫检测结果可知#检

查仪器)样本操作人员以及检测仪器不同会对血液标本检查结

果有影响,对比试验的作用和意义是希望能够确定试剂盒)检

测仪器)操作人员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范围#并且在实际检测中

应用,根据
YL

值可以看出#质控品的
YL

值和实际标本的真

值是有差异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检测时的试剂)仪器

以及不同操作人员对于血液标本检查结果的影响范围,在卫

生部关于印发.血站技术操作规程$

$#"$

版%/的通知中规定#

输血相关传染病标志物检测中
XZ;7

1

)抗
8X5R

)抗
8%&

和抗
8

XPR

等酶联免疫
.

项结果#初次检测反应性标本和血袋小辫

留取样本使用初次检测阳性的试剂和方法进行双孔检测(在整

个检测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验室环境要求严格执行并且做好相

关的监控工作#并且要求血液样本的所有检测结果均需要符合

实验室的指控点才能发放血液标本的结果*

4

+

,并且针对血液

标本检测中使用的试剂保存也是有相关的要求#根据中国疾病

预防中心.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

$##4

版%/中规定!0用于

抗体和抗原检测的血清或血浆样品#短期$

"

周%内进行检测的

可存放于
$

"

/)

#一周以上应存放于
6$#)

以下1的要求*

"#

+

,

因此#根据笔者多年经验#需要对质控血清的使用时间有要求#

一般使用周期是
"

周#并且需要注意不能反复冻融,通过该防

御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弱阳性标本的漏检#$下转第
$!"$

页%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

卷第
"(

期
!

2=>Q:D5?+,

!

K:

F

<:*>:A$#"!

!

R9?-"$

!

S9-"(



于传播(医院中长期大量使用抗菌药物#对许多耐药菌株的产

生起促进作用,

医院获得性
KQ7

外膜具有低渗透性特点#对多种抗菌药

物天然耐药*

(

+

,该菌主动外排系统
K*:LW[

可对大环内脂

类)喹诺酮类)四环素等进行外排#

K*:7Z5

的菌株表达则对
*

8

内酰胺酶)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的耐药性增强*

/

+

,碳青霉烯

类或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进入人体内后会迅速诱导
KQ7

产

生
2?

和
2$

酶,

2"

型酶属
*

8

内酰胺酶
'

型#表现为对碳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高度耐药(

2$

型酶属
*

8

内酰胺酶
$:

型#能水解

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克拉维酸可抑制其活性*

4

+

,

K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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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氨基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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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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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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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发展迅速#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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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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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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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亚胺培南耐药率有所

下降#对复方磺胺甲唑的敏感率有所上升(氨曲南)头孢吡

肟)亚胺培南的敏感性较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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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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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通过阻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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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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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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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径来对基因表达进行沉默#对

KQ7

耐药性的生长)增殖及转移有一定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阻断
KQ7

耐药性的
%9

F

9

$(

途径来沉默

基因的表达#对医院获得性
KQ7

耐药性的生长)增殖及转移

有一定抑制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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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更安全)更好地维护用血者的身体健康,

综上所述#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受到多个方面的影

响#对于血液标本检测结果的质控工作应该要在多个环节中开

展#以求在每个环节都能够做到质控#保证用血安全,对于血

液标本的检测结果#则需要在检验的每一个环节中要求#完善

相关的管理和质控制度#规范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操作#才能够

保证标本检测结果的正确性#保证临床用血的安全#为临床提

供优质的服务#保证患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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