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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液标本检验前发生溶血情况的方法研究 

徐 琴，庞 灿，杨建梅，张 茜 

四川省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泸州 

【摘要】目的：探讨降低血液标本检验前发生溶血情况的方法。方法 本次研究将采用抽样调查和分组研究

的方法，2020 年 1 月到 9 月实行常规血液标本管理，标本数量为 200 例，设置为对照组；2020 年 10 月到 2021
年 6 月对血液标本实施品管圈活动，血液标本数量为 200 例，设置为实验组。收集两组血液标本检验前发生溶血

的情况，对比常规管理和品管圈活动管理的优劣。同时再对提供血液标本的 400 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实验组患

者 200 例，对照组患者 200 例，收集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经过对比可知，实施品管圈活动的实验组

血液标本溶血概率明显低于常规管理的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程度也有所提升，远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血液标本检验前出现溶血将对血液检测造成不良影响，但在采用品管圈活动后，

血液标本溶血率显著降低，大大提升了患者对护士采血、检验等工作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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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reducing hemolysis before blood specimen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method of sampling survey and grouping study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Routine blood specimen 
management was carried out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2020, and 200 samples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From 
October 2020 to June 2021,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on blood samples, and 200 blood samples 
were set as experimental group. The hemolysis of the two groups of blood samples before testing was collecte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outine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y 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400 patients who provided blood samples were surveyed by questionnaire, 200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20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 collect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work of nurses. Results 
The hemolysis probability of blood sampl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nur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lso improved,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Hemolysis before blood sample examination will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blood test, but after the use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the hemolysis rate of blood sampl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work of blood col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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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常规检验是临床检验患者身体健康状况的常用

方法，经过血常规检验，能够及时发现患者身体的健

康隐患，为尽早排查不易被发现的隐匿性疾病提供可

靠的参考[1-6]。但在临床工作中，不合格的血液标本如

标本溶血、标本凝固、标本量采集不足、容器或条码

错误、标本被污染等现象十分常见，不合格的标本将

会导致检验结果偏差较大，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还可能会延误重症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同时，不合

格标本的退还和重新采血都导致了大量时间、人力以

及血液标本的浪费[7-13]。为减少资源浪费，有必要对导

致血液标本不合格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地

解决措施。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降低血液标本检验

前溶血的方法，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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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将采用抽样调查和分组研究的方法，

2020 年 1 月到 9 月实行常规血液标本管理，标本数量

为 200 例，设置为对照组；2020 年 10 月到 2021 年 6
月对血液标本实施品管圈活动，血液标本数量为 200
例，设置为实验组。同时再将两组血液标本的抽选患

者纳入研究，分别纳入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患者 200
例，其中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有男性患者 106 例和 107
例，在组内占比分别为 53.00%和 53.50%，分别有女性

患者 94 例和 93 例，在组内占比分别为 47.00%和

46.50%。实验组患者最大年龄 47 岁，最小年龄 19 岁，

平均年龄（33.02±0.87）岁，对照组中患者最大年龄

47 岁，最小年龄 19 岁，平均年龄（33.07±0.82）岁。

经分析可知，两组血液标本和患者资料对研究结果不

造成影响，可用于研究（P＞0.05）。 
1.2 研究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的血液标本采用常规管理方法，即护士按

照规定的流程进行采血、离心以及送检等程序，执行

过程中注意避免出现失误。 
（2）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品管圈活动：围绕品管圈选定活动主

题，制定相应的计划并对血液标本溶血原因进行分析，

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投入实施，严格落实管理

对策，并对相应措施实施的效果进行总结，分析不足

与优点，优化不足之处，降低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率。 
①建立品管圈活动小组：从护士当中选出 9 名作

为小组成员，小组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全程指导和

监督，其他人分别负责计划和组织活动，对护士进行

活动培训，设计相应的活动，同时记录并整理活动资

料，制定相应的问卷调查。 
②确定品管圈活动主题：分析血液标本现状，对

本次品管圈活动的主题进行确定。经过分析可知，在

实施检验前，血液标本出现溶血的概率较高，为改善

上述状况，将本次品管圈活动的主题设置为“降低检

验前血液标本溶血率”，同时，将血液标本溶血率和

患者的满意度作为本次品管圈活动的衡量指标，对活

动的完成效果进行评估。 
③围绕本次品管圈活动的主题制定具有可行性的

活动计划：2020 年 10 月开始，门诊采血使用智能采血

系统，门诊血液标本的转运由传送带直接传输到检验

科；2020 年底，住院血液标本由经检验科系统培训授

权过人员的进行标本转运。 
④分析血液标本检验前溶血率较高的原因：采集

中操作不当：在血液采集过程中，止血带捆扎时间过

长；穿刺点的消毒液未干就进行静脉穿刺；采血时进

针角度有偏差，使针尖在血管中反复穿刺，造成皮下

血肿。运送不规范：运送血液标本路程中，剧烈摇晃；

运送时温度控制不当也可能造成血液标本受损，进而

溶血。标本离心不当也可能导致血液标本溶血。 
⑤针对导致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采血规范化操作的培训

及管理，确保工作人员在采集血液标本时能够严格按

照《血液样本采集标准作业程序》中的规范流程进行

操作，力争做到一针见血，避免因反复穿刺给病人带

来的痛苦。严格按照《样本规范转运、送检、接收程

序》中的规范流程进行标本的运送。正确离心标本，

生化免疫标本离心 10 分钟，转速 4000 转；凝血标本

离心 15 分钟，1500 离心力。 
⑥总结品管圈活动实施效果并改善不足：经过品

管圈活动，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率明显降低，患者对

护士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升。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收集两组血液标本检验前发生溶血的情

况，对比常规管理和品管圈活动管理的优劣。同时再

收集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 
通过匿名投票的方式来收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态

度，每人一票，统计患者的投票结果，将满意度分成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和不满意四个等级，统计每个

选项中患者的选择人数，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 和

t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χ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率 
经过对比可知，实验组血液标本检验前发生溶血

的数量为 11 例，实验组血液标本检验前溶血率为

5.50%，对照组血液标本检验前发生溶血的数量为 56
例，对照组血液标本检验前溶血率为 28.00%，因此，

可知实验组血液标本检验前溶血率远低于对照组

（χ2=18.153，P=0.001＜0.05）。 
2.2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

度 
医护人员指示患者投票，统计投票结果可知，实

验组和对照组非常满意得到患者共有 144 例，两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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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为 78：66；实验组和对照组满意患者共 197 例，

两组所占比例为 109：88；实验组和对照组一般患者共

31 例，两组所占比例为 8：23；实验组和对照组不满

意患者共 28 例，两组所占比例为 5：23。根据上述数

据可知，实验组非常满意和满意患者数量明显高于对

照组，同时不满意患者数量低于对照组，故而实验组

治疗满意度高于对照组（χ2=10.826，P=0.001＜0.05）。 
3 讨论 
溶血，主要是指红细胞破裂后的血红蛋白溢出造

成的红细胞溶解现象，临床上常见的造成溶血的原因

很多，如采集的资料血液受到机械性强力振动，或者

突然将血液置于低温冷冻等因素都会引起溶血[14-19]。

在临床实践中，需要针对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的问题

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品管圈是一种着重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品管

形式，该形式以持续质量改进模式作为基础，成立品

管圈小组，选立负责人，并就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问

题提出建议，通过博采众议发挥群策能力。在此次研

究中，成立品管圈小组后，对品管圈的主题和活动计

划进行拟定，再在 2021 年一年间进行实施，分析检验

前血液标本溶血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而

提升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减少检验前血液标本

溶血率。 
综上所述，检验前血液标本溶血对检测结果造成

了不利影响，在实施品管圈活动后，血液标本溶血率

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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