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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不合格原因
不合格标本数

（份）

所占不合格标本比例

（％）

标本量多        75        12.12

标本量少     213      34.41

标本凝固     183        29.56

标本溶血      10      1.62

标本脂血     133      21.49

采样错误      5      0.81

合计     619     100.00

表 １ 2012 年-2014 年凝血专业组标本不合格原因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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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我院凝血专业组不合格标本进行分类统计和原因分析，并与临床沟通，寻找解

决对策。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检验科凝血专业组的 619 份不合格血液标本按照不
合格标本拒收原因、不同护理单元、不同年度分项、分类，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619 份不合格标本
中，标本量不合格（标本量多、标本量少）和标本凝固是造成标本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分别占不合格标本

数的 46.53％和 29.56％。 科室分布中，以外科的不合格标本率最高，为 24.39％。 2012 年-2014 年的不合
格标本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由 2012 年的 1.82％下降至 2014 年的 0.81％。结论 标本采集是检验前质量

控制的主要内容，对标本采集的准备、运输及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整改，做好分析前的质量控制工作，

为临床提供准确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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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前质量管理是决定“真实准确性”的前提，是一项系

统工程，也是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最容易被忽视。 送检标本

是否合格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临床诊断方向。 标本

采集是检验前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检验前大部分工作是由

患者、医生、护士、运送人员及检验人员在实验室以外的空间

和进入检验过程前完成的，临床实验室难以监控这一过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临床医生反馈不满意的检验结果，80％的原因

最终可溯源到标本质量不符合要求［1］。 本文对我院 2012 年-

2014 年检验科凝血专业组不合格标本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并与临床各护理组沟通，寻找解决对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检验

科凝血专业组拒收的 619 份不合格标本，标本为病房护理和

门诊护理过程中采血运送，送检的项目是凝血专业组止血与

血栓疾病的检验项目。

１．2 方法 对检验科凝血专业组拒收的不合格血液标本按

照不合格标本拒收原因、不同护理单元、不同年度分项、分类

统计分析。

2 结果

2．１ 检验科凝血专业组 3 年标本不合格原因分类统计情况

3 年共采集标本 52067 份，其中 619 份（1.18％）为不合格标

本。标本不合格原因中，标本量少的比例最高，为 34.41％（213

份），其次为标本凝固（29.56％），最低的为采样错误（0.81％），

见表 1。

2．2 检验科凝血专业组不合格标本科室分布情况 619 份

不合格标本中，科室分布排名前 5 位的分别为外科、心内科、

急诊科、消化血液科和神经科。 其中不合格标本率最高的科

室为外科（24.39％），其次为心内科（11.63％），最低的为神经

科（9.53％），见表 2。

2．３ 2012 年-2014 年各年不合格标本数量统计分析 2012

年的标本不合格率为 1.82％（268 份）；2013 年的标本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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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不合格原因 外科 心内科 急诊科 消化血液科 神经科

标本量不合格    69（11.15）    29（4.68）    31（5.01）    35（5.65）    34（5.49）

标本凝固    34（5.49）    24（3.87）    17（2.75）    23（3.71）    15（2.42）

溶血脂血    48（7.75）    19（3.07）    22（3.55）    11（1.78）    10（1.61）

合计    151（24.39）    72（11.63）    70（11.31）    69（11.15）    59（9.53）

表 2 2012 年-2014 年凝血专业组 619 份不合格标本前 5 位科室分布［n（％）］

率为 1.09％（186 份）；2014 年的标本不合格率为 0.81％（165

份），呈逐年下降趋势，见表 3。

３ 讨论

在检验医学质量控制的前处理中，送检标本是否合格直

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临床的诊断方向［2］。 国际标准化

组织于 2003 年 3 月颁布的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

要求》（ISO ／ ICE15189）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送检标本的质量

控制。 因此，标本是否合格是保证检验结果是否准确的前提

因素之一。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619 份不合格标本中以标本量不合

格和标本凝固的比例较高，占不合格标本总数的 76.09％。 这

主要是由于护理人员采血不规范，以及对真空管采血量概念

浅薄或者不熟悉采血流程，导致采血量不符合要求。 标本凝

固主要发生在抗凝剂量不足或血液未与抗凝剂混匀，也可能

因患者血液黏稠度较高，采血的针头较小，从而导致采血过

慢，还可能是抗凝剂使用不当导致［3］。对于进行凝血试验检测

的标本，目前大部分医院采用真空采血法采集受试者的血液

标本， 国际血液学标准委员会推荐的抗凝剂是浓度为 109

mmol ／ L 的枸橼酸钠，抗凝剂与血液的容积比为 1∶9，比例必

须准确。抗凝剂过多，会造成凝固时间延长。止血带的使用时

间不得超过 60 s，采血要顺利，采集血液至抗凝管后，应立即

轻轻颠倒混匀 5～8 次，避免标本溶血和凝固［4］。标本脂血的不

合格比例占 21.49％，可能是由于患者在采血前一天食用油腻

食物，或采血前未空腹 12 h 造成的。 为了准确地反映患者的

生理状态，临床医护人员和检验人员应该了解血液标本采集

前患者的状态和影响结果的因素， 并将注意事项告知患者，

要求其予以配合，尽可能减少非疾病因素对血液标本检测结

果的影响［1］。

619 份不合格标本的科室分布情况中， 排名前 5 位的为

外科、急诊科、心内科、消化血液科和神经科。 这 5 个科室是

我院床位较多的科室，因患者较多，而医护人员相对较少，导

致科室工作量大；另外，护理人员的流动性较大，新上岗的护

士责任心不强，不能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制度，造成标本的

不合格率较高。 心内科、神经科收治的患者年龄较大或者长

期输液导致血管萎缩，静脉穿刺不易成功，也是造成标本不

合格的原因。

本文研究中 ，2012 年-2014 年的不合格标本率逐年下

降，从 2012 年的 1.82％下降至 2014 年的 0.81％，这是由于检

验科为了降低不合格标本率，严格规范分析前质量控制的结

果。 各组室每季度对不合格标本统计后及时与护理部沟通，

每半年统计分析后与临床护理开展联席会议，把存在的问题

与临床护理沟通、查找原因，加强并参与护理上岗培训，讲解

标本采集前患者准备及采集过程中注意事项及要求。 针对存

在的问题、弱点予以纠正。 虽然 2012 年-2014 年我院检验科

凝血专业组的不合格标本率逐年下降， 但与其他医院相比，

不合格率仍然偏高，需要进一步加强静脉穿刺的培训，提高

抗凝血标本的质量，以达到减少和预防不合格标本的目的［5］。

特别是一些重点科室，减少护理人员的流动，加强新人岗前

培训，强调不合格标本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减少患者痛苦，降

低成本，为临床提供准确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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