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响#针对血压上升或下降及心律不齐等情况及时给予处

理#从而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有利于手术进行*

#$2#%

+

(

本研究结果发现#试验组围麻醉期总不良事件发

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提示基于个性化护理程序计划单的护理可明显减少

不良事件发生率(个性化护理程序计划单针对患者

心理状态制定对应护理措施#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增强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从而提高患者依从

性#有利于患者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工作#并针对可能

出现的突发状况#提前准备各种抢救物品#避免因工

作繁重)琐事繁多而出现护理疏忽及遗漏等(时刻观

察患者变化#给予对症处理#详细记录患者术中病情

变化情况#完善术后交接工作#加强术后监管#给予有

效防护#健康宣教#从而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2#+

+

(因

此#个性化护理程序计划单对提高手术室麻醉患者配

合度及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有良好作用(

综上所述#个性化护理程序计划单可明显改善手

术室麻醉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保持生命体征平稳#并

且可明显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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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标本类型和容器错误原因分析及控制措施

罗万义!黄玉婵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对该实验室标本类型错误率和标本容器错误率进行分析%方法
!

通过检验科信息管理系统

收集该院
$'#,̂ $'#(

年的检验标本数量及检验科不合格标本的登记记录!对数据进行整理归类分析%结果
!

$'#,̂ $'#(

年该院检验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分别为
'&'.#-

和
'&'%+-

!符合实验室检验项目分

析前质量控制要求%结论
!

通过对实验室标本类型和标本容器错误率质量指标的分析!查找错误发生的原因!

提出控制措施!建立合理有效的标本质量指标!定期监测并持续改进!可提高检验标本的合格率!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广大患者%

关键词"标本类型#

!

容器错误#

!

标本错误率#

!

分析前质量控制#

!

不合格标本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2.)++

"

$'#.

$

'(2'.*%2'%

!!

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患者

的医疗决策有直接影响*

#

+

#目前检验全过程的差错大

部分不在检验中阶段#也不在实验室人员可控制的检

验前和检验后阶段#而更多差错出现在实验室直接控

制范围外的阶段(分析前质量控制一直是临床检验

质量控制的难点*

$2%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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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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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国卫办医函$

$'#+

&和临

床实验室质量指标$

]N

"

").,2$'#(

&+#涵盖临床检

验质量控制的整个过程#其中标本类型错误率和标本

容器错误率这
$

项指标不受实验室直接控制#更易发

生差错(本研究将
$'#,̂ $'#(

年本院标本类型错误

率和标本容器错误率这
$

项质量控制指标进行统计

汇总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通

过检验科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本院
$'#,^$'#(

年检验

标本总数量%通过检验科不合格标本拒收登记本的记

录分别统计本院
$'#,̂ $'#(

年标本类型错误和标本

容器错误的标本数量(

$&/

!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

参

照*国卫办医函$

$'#+

&

$+$

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发布的实验室标本类型错误率和标本容器错误

率
$

项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的定义和计算公式(

$&/&$

!

标本类型错误
!

指送检标本的类型与申请单

上申请检查的标本类型不相同(标本类型错误率的

定义!类型不符合要求的标本数占同期标本总数的比

例(计算公式!标本类型错误率
/

类型不符合要求的

标本数"同期标本总数
_#''-

(

$&/&/

!

标本容器错误
!

指送检标本的容器与要求标

本送检的容器不相同(标本容器错误率的定义!采集

容器不符合要求的标本数占同期标本总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标本容器错误率
/

采集容器不符合要求的

标本数"同期标本总数
_#''-

(

/

!

结
!!

果

/&$

!

$'#,̂ $'#(

年本院标本类型和标本容器错误率

统计
!

见表
#

(

$'#,^$'#(

年本院检验标本类型错

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分别为
'&'.#-

和
'&'%+-

#符

合实验室检验项目分析前质量控制的要求(

表
#

!!

$'#,̂ $'#(

年本院标本类型和标本

!!!

容器错误率统计

标本错误
/

不合格标本$

/

& 错误率$

-

&

类型错误
*.((,$ *#, '&'.#

容器错误
*.((,$ %#( '&'%+

/&/

!

$'#,̂ $'#(

年本院各类标本的标本类型和标本

容器错误率统计
!

见表
$

(本院实验室标本类型和标

本容器错误主要来自血液和尿液标本#其中血液标本

类型和标本容器错误占总标本错误的
(+-

(

表
$

!!

$'#,̂ $'#(

年本院各类标本的标本

!!!

类型和标本容器错误率统计

标本类别
/

标本错误 不合格标本$

/

& 错误率$

-

&

血液
('.$%$

类型错误
,%( '&'*(

容器错误
$#$ '&'%'

续表
$

!!

$'#,̂ $'#(

年本院各类标本的标本

!!!

类型和标本容器错误率统计

标本类别
/

标本错误 不合格标本$

/

& 错误率$

-

&

尿液
*.((,

类型错误
.$ '&#'$

容器错误
++ '&',#

粪便
))**.

类型错误
)$ '&'.%

容器错误
$% '&'+#

分泌物
%+.#'

类型错误
%# '&'*,

容器错误
$% '&',)

体液
#(.++

类型错误
#) '&'(*

容器错误
) '&'$$

'

!

讨
!!

论

!!

由表
#

可以看出#

$'#,̂ $'#(

年本院检验标本类

型错 误 率)标 本 容 器 错 误 率 分 别 为
'&'.#-

和

'&'%+-

#符合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的要求(结合

表
$

可以发现#

$

年来本院实验室标本类型和标本容

器错误主要来自血液和尿液标本#其中血液标本类型

和标本容器错误占总标本错误的
(+-

(其主要原因!

$

#

&本院实验室大约
*'-

的标本来源于血液和尿液#

相对其他类别标本采集量大#容易出错($

$

&本院住

院患者的血液标本多由低年资临床护士采集#其中不

少是刚入职的护士#缺乏标本采集的相关知识和培

训#容易出错($

%

&实验室尿液标本由患者自主留取#

临床医护人员对其留取方法和留取容器未交代清楚#

缺乏耐心#即使交代清楚#不少患者对医护人员的嘱

咐理解较差#没按要求留取#存在较大随意性而容易

出错*

)2,

+

($

)

&在标本采集时未仔细核对患者信息#特

别是在患者自己采集留取标本时未进行采集容器和

条码信息的核对确认#出现尿液标本用大便容器留

取#大便标本用尿液容器留取的现象#还有的用同病

房其他患者的标本容器留取等现象*

(

+

(

以上错误原因若不能有效监控和及时纠正#必然

会影响实验室的检测质量(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发布的临床实验室质量指标$

]N

"

").,2

$'#(

&#通过对本院
$'#,^$'#(

年检验标本类型错误

率和标本容器错误率这
$

项质量指标的分析#查找错

误发生的原因#提出控制措施*

*

+

!$

#

&根据医院和实验

室的具体情况建立和监测标本相关的质量指标来控

制和降低检验前标本采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提高临

床标本的可接受性*

*

+

($

$

&每个月由检验科质量管理

员进行标本质量指标统计分析#对标本类型和标本容

器错误率高的临床科室追踪反馈#帮助其查找原因#

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

%

&加强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

和相关标本采集技术的培训#学习与患者沟通的技

巧#建立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建立专业化的标本采集团队负责$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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