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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检验质量控制中精细化管理研究

宁福军　宁　宇
（齐齐哈尔市第七医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１６１０００）

【摘要】目的：分析医院血液检验中心或部分血液检验质量控制过程中实施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和临床价值。方法：选取我市某三甲

医院２０１９年４月至２０２１年４月两年间进行血液检验的患者共计３００例作为研究的对象，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将这些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每组患者１５０例。对照组患者实施临床基本管理措施，实验组患者血液检验中实施精细化质量控制措施，重视细节管理，强化

管理效果，对比两组患者血液检验的不合格率和结果异常概率。结果：经过差异化的管理，实验组患者血液检验不合格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且失误率较低，实验组患者血液检验异常概率也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血液检验科室采

取精细化管理十分必要，有助于提升患者血液检验的合格率，降低检验失误率，有助于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足够的依据，提升诊断科学

性与准确性，进而促进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提升，缩短住院治疗的时间，值得在临床中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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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化管理是由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管理之父泰勒首次提

出，后来逐步应用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最初来源于企业的管理理

念，属于一种规范化、创新式的的管理模式，重点在于管理的精细

化，重视服务质量和详细分工。在医院检验科室中应用精细化管

理，有助于提升科室管理水平，在血液检验质量控制过程中实施精

细化管理主要体现在环境、标本、人员、设备、试剂等方面，这些都

是影响血液检验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检验结果发生误差会误导

医生对患者疾病进行诊断，影响医疗诊疗工作的开展，因此，要重

视精细化管理的开展。为降低血液检验失误率，避免漏诊和误诊，

血液检验室要强化质量控制，优化精细化管理，本次研究就是针对

３００例血液检验的患者进行研究，具体过程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本次选取的病例为３００例，选取的是我市某三甲医院２０１９年

４月至２０２１年４月进行血压检验的患者，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每组患者１５０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有８１例，女性６９例，年

龄１４－７８岁，平均年龄为（４３．５２±３．５７）岁；实验组中男性患者为

７９例，女性患者为７１例，年龄１６－８１岁，平均年龄为（４５．３１±３．

２６）岁。各个科室均有，疾病也分为很多类别，这里对于具体疾病

不做分析，只是针对血液检验进行统计。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

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纳入标准：患者均年满１８周岁，具有独立行为能力，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临床治疗前期均行血液检验。

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全患者，精神障碍患者，拒不配合患者，

妊娠期妇女，不满１８周岁患者。

参与研究的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

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方法

对照组患者血液检验质量控制工作中采取临床基本管理措

施，按照正常的流程开展血液检验，准确记录患者血液检测之后结

果和各项指标，做好设备操作和使用，打印检验报告及单据，检验

科室人员要提前进行培训，提高血液检验准确性，为患者病情诊断

提供依据。

实验组患者开展精细化管理，强化血液检验质量，采取的措施

具体如下：

（１）人员精细化管理：血液检验中心质量管控的对象主要是

人和标本，其中对于人员的管理至关重要，检验人员要积极参与医

院科室组织举办的培训和学习活动，医院要定期组织检验科室人

员到外地或国外进行深造和学习，提升其检验能力和水平。检验

科室人员要掌握检验操作的具体流程，严格按照医院的关于血液

检验的具体要求，做好血液检验工作，对于相关仪器、设备要保证

可以熟练的操作，对于设备性能和故障问题可以及时解决。检验

人员要经过考核之后方可上岗，要重视提高检验人员的责任感，因

为血液检验主要为临床诊疗服务，准确的结果有助于提升患者的

病情诊断准确性，要重视检验的过程和结果，对于未按照流程检验

导致出现漏诊或误诊的检验人员要采取惩处措施，检验结果与人

员绩效等挂钩，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２）检验标本精细化管理：血液检验过程中标本的精细化管

理是至关重要的，检验人员要处理好患者的血液标本，做好标本采

集、管理及运输等，采集的血液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检验，不要放

置过长时间，否则会导致患者血液标本指标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检

验的结果，影响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如果部分血液标本在２

小时内无法检验，要标注好患者信息放置在温度约为４℃的冰箱

保存。检验人员要注意轻拿轻放血液标本，采用加盖标准试管，避

免血液标本被污染，要对标本采集时间和科室进行分类检验，在有

效时间内检验，对于加急的患者标本要优先检验，完整填写标本的

信息，与患者病人信息核对好，避免弄错弄乱，做好检验结果单据

的统计与打印工作。

（３）检验设备与试剂的管理：血液检验过程中检验设备和试

剂的管理不可忽视，检验设备在使用前要提前进行检测和试运行，

确定其无故障再进行使用，检验人员要熟练掌握检验仪器和设备

的使用，保证仪器正常使用，一些检验设备在工作中一般会发生脉

冲，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２２℃左右，湿度控制在６０％左右，保证检

验设备周围不存在磁场和电场，避免噪声污染，避免检验设备进入

湿气和水分。对检验设备实施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控制，使

用前做好调试和校正，提高检验的准确性。针对检验使用的试剂

要合理选择，检查试剂的有效期限，验证试剂厂家信息，从冰箱内

取出试剂放置一定时间恢复常温充分摇晃后使用，血液检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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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抗凝剂，但要注意调整到合适的用量，不要影响血液检验的

结果，做好检验报告记录与核对登记。

（４）工作环境管理；血液检验要注意针对检验室进行环境管

理和干预，要保证检验室洁净无尘，要定期做好消毒和清理，保证

每日上下午两次通风，保证检验室的空气质量，检验室要进行严格

分区，各个工作区要有明显标识，张贴责任告示标注具体负责人。

检验室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温度一般保持在１８－２４℃，湿度保

持在４０％－６０％。安装 ＵＰＳ避免电磁干扰，仪器周围空间要足

够，保证设备可及时散热，做好设备和仪器维护，避免超时使用，发

现仪器异常要及时报备，及时维修维护。检验室制定管理制度，严

格执行，工作室使用状况写入 ＳＯＰ文，做好记录，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１．３影响血液检验的因素

血液检验结果可以为医生对患者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提供科

学的依据，血液检验质量要严格进行控制，尽管检验人员工作态度

严谨认真，但难以避免一些因素对于血液检验带来影响。首先，检

验人员的综合能力，对于检验操作的流程是否熟练都对检验结果

有影响。其次，检验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受温度和湿度影响较大，

设备是否出现故障，对于检验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设备的不正常

使用容易导致检验结果出现误差。再次，患者对于医院科室的一

些要求是否遵守也会影响血液检验的效果，部分疾病要求患者空

腹采血，有的要求饭后采血，患者额要听从医生告知。检验室环境

对于血液标本也有一定的影响，要避免出现污染，保证检验的

效果。

１．４观察指标

本次的研究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观察两组患者血液

检验合格率和结果异常的例数，另一方面对比两组患者血液检验

的准确性。

１．５统计学分析

本次检验实验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计

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行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行 Ｘ２

检验，Ｐ＜０．０５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价值。

２　结果

２．１两组患者血液标本不合格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中血液标本检验不合格的概率，实验组患者血

液标本检验不合格率为２．６７％，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８．００％，两组

差异具有统计价值，（Ｘ２＝６．３７４，Ｐ＝０．００２），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两组血液标本不合格对比

组别 例数 溶血 凝血 血量少 不合格率

对照组 １５０ ３ ４ ５ ８．００％
实验组 １５０ １ １ ２ ２．６７％
Ｘ２值 － ３．３７５ ６．６２８ ４．７９２ ６．３７４
Ｐ值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２．２两组患者血液检验结果异常率对比

经过对比，实验组患者血液检验结果异常概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由于各类因素导致对照组出现的异常情况较多，两组患者血液

检验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液检验结果异常对比

组别 例数 操作不当 仪器故障 环境因素 异常率

对照组 １５０ ４ ３ ２ ６．００％
实验组 １５０ ０ １ １ １．３３％
Ｘ２值 － ７．２５４ ５．８３５ ４．６２７ ６．８１６
Ｐ值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３　讨论

精细化管理在医院各个科室中实施对于医院诊疗工作非常重

要，尤其应用在血液检验质量控制中会产生比较突出的效果。血

液检验属于患者诊疗中比较常规的一项检验工作，对患者血液进

行检测可以反映出患者身体的生理变化，从而确定疾病的类型和

程度等，血液检测中的一些指标与患者的疾病息息相关，因此，要

严格控制血液检验的质量，开展细化管理，如果血液检验异常会导

致误诊或漏诊现象的发生，实施精细化管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精细化管理是一种新兴的医院诊疗过程的管理模式，在医院

检验科室应用具有较为实际的意义，对于血液检验要实施标准化、

规范化管理，进而有效降低血液检验的失误率，为患者诊断和治疗

提供科学的依据。血液检验科室要对检验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熟

练掌握血液检验的科学流程和方法，熟悉设备仪器操作方法，及时

有效的解除设备故障和仪器异常等问题，按照医院规定的流程进

行血液检验，进而保证血液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还要注意做好血

液标本的科学管理，避免放置时间过长，做好保存，避免污染，对于

试剂的选择也要谨慎。做好检验室环境干预，保证为血液检验提

供优质的环境，避免其他因素影响检验结果。

血液检验室要建立相关精细化管理制度，降低血液检测中风

险因素的影响，优化检验结果，为临床诊疗提供准确的信息和依

据。检验人员要做好各项记录，与患者确认核对信息，避免弄错结

果，提升检验人员专业素养，避免血液检测中不良现象的发生。

综上所述，医院血液检验室采取精细化管理具有十分现实的

意义，是提升血液检验质量的关键，有助于提升检验结果合格率，

降低异常率，进而为患者疾病的诊断提供准确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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