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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站血液检验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及管理 

刘芙蕖 

吉林省辽源市中心血站  吉林辽源 

【摘要】目的 讨论及研究血站血液检验实验室质量控制以及管理方式。方法 本次研究的时间范围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其中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6 月份未提供强化质量控制和管理，为本次研究的对照

组，纳入血液样本的数量为 300 份；2023 年 7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实施强化质量控制及管理，为本次研究的

实验组，纳入血液样本的数量为 300 份，分析质量控制不合格率以及结果异常率。结果 实验组不合率更低，结

果异常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血站开展血液检验期间，提供实验室质量控制和管理，可以降低血液检验

的不合格率，降低结果异常率，保证临床输血的安全性，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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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uss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blood testing laboratory in blood station 

Fuqu Liu 

Central Blood Station of Liaoyuan City, Liaoyuan, Jilin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study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blood test laboratory in blood 
station. Methods The time range of this study wa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in which no enhanced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was provided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3, and 300 blood samples were included as the 
control group of this study.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will be strengthened from July 2023 to December 2023.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this study, the number of blood samples included is 300, and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quality 
control and abnormal rate of results will be analyzed. Results The abnormal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laboratory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during blood testing 
in blood stations can reduce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blood testing, reduce the abnormal rate of result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clinical transfusion, which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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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作为临床需要血液治疗患者的重要部门，而

血液质量以及用血的安全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影

响临床用血质量。开展实验室检查，做好质量控制，关

系临床用血安全性，提高疾病诊治有效性。在各级血站

开展血液检测控制，合理控制好各个检测环境节，提高

血液质量十分重要[1]。做好标本采集控制管理，提高采

血、检验人员的工作能力，做好实验室血液检测质量控

制、管理，提高血液安全性。本文就血站血液检测质量

控制与管理对临床用血安全性的效果进行讨论，详见

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血站在 2023 年 1月份至 12 月份采集的 600

份血液进行研究，血液样本当中，包括女性 258 份，男

性 342份，献血人员年龄范围 21-55岁，平均年龄（35.51
士 1.58）岁。分析所有献血人员的基础资料，（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血液样本为常规的管理，血站人员完成抽

血后，依据相关规定完成血液检测。实验组提供强化质

量控制及管理，具体包括： 
（1）分析传统管理当中的不足，当前血站操作规范

内容不完善，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血站血液人员对血

液临床检验知识掌握度欠佳，无法满足临床输血需求。 
（2）血液标本采集期间留样错误，进行静脉采集

以及血袋留取血液标本时，应沿管壁缓慢注入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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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的试管当中，之后轻轻颠倒混匀，标本采集结束

后，应尽快送到实验室，控制好实验室内的温度。而且

外出采集血液标本时应保证标本管口向上，垂直放置，

减少标本管震动水平，避免发生标本溶血或者污染，减

少外溅的发生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采集标本数量

多，操作不当会导致留错标本或者粘错试管标签[2-3]。 
（3）标本运输或者储存不当，标本采集后应尽快

送至实验室检验，但若实验室距离过远时，需要先在 2-
8 摄氏度的状态进行冷藏[4]。而且运送期应注意标本的

包装、保持管口处于封闭的状态，而且需要垂直放置，

而且长途运输期间温度变化较大，应选择密封好的容

器，特殊的标本应选择三层包装。而实际操作过程中，

时间长、温度高，对标本的质量造成影响，而且在献血

车当中进行流动采血，血液在室外临时存储，送至实验

室时间相对较长，导致标本质量受到影响。 
（4）检验仪器设备管理并不规范，当前，实验室

逐步实现了自动化管理，相关检验设备、检验技术逐渐

引进到临床当中，而工作人员应确保血站检验环境温

度合理、湿度符合要求，减少工作环境受到电压、微生

物、强磁场的影响。 
（5）检验环境的生物防护欠佳，实验室在预防处

理职业暴露程序以及相关生物安全制度并不完善，无

严重的准入制度。记录内容不规范，对质控要求过低，

对献血者缺少人文关怀，加入前未充分摇匀，测定条件

不统一，无法实现实验室质量控制[5]。 
结合相关因素，强化质量控制和管理，具体包括： 
（1）建立健全的血液检测体系，使得检验人员的

责任感提升，提高血液检测结果有效性。建立标准、制

度化操作流程，将操作流程、质量控制合理记录，严格

执行，对各环节检测人员的职责合理管理，确保血液检

测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提升。实施预防为主，开展前馈

控制，要求工作人员严格规范化操作，坚持所有工作有

据可查，坚持防范于未然，及时纠正错误信息[6]。 
（2）保存原始文件，文件作为记录血液质量管理

的重要方面，属于最为基础的内容，应提高人员的重视

度。对日常交接、室内温度、湿度控制，仪器的保养、

维护等相关记录均应妥善保存，保存检验标识，保证记

录真实性。 
（3）合理进行样本采集、处理，不论是样本的采

集、传递、存储或者运动，应避免发生遗漏、渗漏、避

免发生污染的情况，若标本无法及时送检时，应进行冷

链存储，控制好温度，以 2-8 摄氏度为佳，所有样本存

储时间不得超过 2 天。若样本不抗凝时，应避免发生

假阳性。已经检测的样本应有效消毒，提高工作人员的

检测意识，提高其责任意识、提升其专业技能力，让管

理人员更为专业、熟练[7]。 
（4）做好检验仪器、设备管理，仪器作为血液检

验的重要组成，属于血液检验质量控制管理的关键，购

入仪器应保证其符合国家医疗器械认证标识，厂家法

人营业执照合理、合法，保证手续齐全。定期对购入的

仪器进行维护，并记录，所有仪器应由专人管理，在仪

器上粘贴专业标识，对仪器的运行状态、维护周期进行

记录。提高检验人员培训工作，遇到简单问题及时处

理，实现统一操作、管理，避免发生小故障变成大故障

的情况，导致维修费用高。 
（5）提高血站工作人员素质，随着当前医学检验

技术的提升，进行血液检验的人员应具备丰富的理论

知识，提高检验员的业务熟练度，提升其操作技能，定

期开展培训工作，上岗前进行考核，提高其检验能力。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级标本质量检测情况（质量不合格，结果异

常）。 
1.4 统计学分析  
将进行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使用 SPSS21.0数据包

处理，文中所涉及到的计数用（n%）表示，行 χ2检验，

计量数据用（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显现检

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标本质量控制水平更佳，p<0.05 

表 1  分析两组标本质量控制（份/%） 

组别 样本数量 质量不合格 结果异常 

对照组 300 9（3.00%） 12（4.00%） 

实验组 300 3（1.00%） 4（1.33%） 

χ2  5.2144 7.2681 

p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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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临床血液学检验作为实验室最为重要的检验项

目，对多种疾病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故保证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以及精密性作为临床血液学检验质量控制的

重要目标。而血液学检验的因素较多，日常所使用的仪

器、试剂、方法以及检验 员的素质不同，检验的结果

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不同的实验室的结果也缺乏认同。

日常工作当中，多数实验室在血液学检验的质量控制

方法属于主要的目标，进口的质控物品的物品较为昂

贵，获得也不容易，正所谓的质控物效期相对较短，稳

定性不高，导致室内的质控方式相对准确度不高。随着

当前采供血液的不断发展，提高血站血液质量，作为血

站生存以及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要求卫生管理部门

应严格控制血站血液质量，建立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检查血液质量。血液的检验质量作为实现血液质

量控制的重要依据，在血站开展实验室质量控制，建立

健全的管理体系，有利于提高血液检测的准确性，减少

血液传播疾病对临床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血液检测仪器开展质量控制和管理对

血液检验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结合血站的实际情况，

分析当前管理当中的不足之处，继而制定相应的管理

措施，减少质量不合格情况的发生。做好检测人员的管

理，作为提高实验室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随着实验室

现代化的建立和发展，不断提高检验人员的素质，检验

工作复杂，难度大，作为脑力、体力为一身的活动，不

论是标本处理、设备校准、加样量、洗板、读数等多个

环节均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控制，某一个环节发生错误，

就会影响最终检测结果[9]。继而有效的提高管理人员人

的工作能力，定期开展相关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质量

意识，保证检测质量的提升。在血站，使用的仪器、设

备，若不符合要求，也会影响检测结果，而合理的选择

仪器、设备，有利于提高血液检测的准确性。 
强化血站实验室工作质量，提高血液标本检验质

量，依据相关准则进行血样标本的采集、运输，避免发

生抗凝或者溶血的情况，工作人员在交接过程中，应对

相关工作认真记录，并对所有工作签字、确认。定期对

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解决工作当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10]。实现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依

据相关要求开展血液检测，提高实验室参数标准，降低

不良事件的发生。而做好各检验仪器的保养和维护，可

以保证仪器的精准性，而管理各类报告，确保所有检测

有依据可查。 
本文通过开展强化实验室质量控制，血液检测标

本质量不合格的机率更低，结果异常情况更少，提高了

血液检测质量，p<0.05。 
 综上所述，在血站实验室开展血液检测工作期

间，做好质量控制和管理，对传统管理当中的不足之间

进行分析，并给予有效的改进，血液质量水平得到提

升，保证了临床输血的安全性，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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