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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血型鉴定错误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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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血型鉴定结果是保证临床输血安全的前提#不仅关

系到患者的及时救治#更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血型鉴定虽

然操作简单#但在临床诊疗中#却总屡屡出错#原因何在/ 如何

避免/ 笔者就多年临床工作的经验#分析报道如下)

@

!

血型鉴定错误的主要环节

@+@

!

临床科室方面
!

$

"

%标本错误!临床护士在抽取血标本

时#未仔细核对患者的床号*姓名#凭印象$注意这是第
"

个凭

印象%错误抽取了其他患者血液样本#或者为了节约时间#抽血

前已在采血管上写好患者信息#抽血时拿错采血管#均会导致

标本错误)$

&

%填写错误!临床护士在抽取血标本时#将用于检

测血型和其他项目的标本混在一起采集#抽血后未及时在采血

管上填写患者信息#采血后凭印象$注意这是第
&

个凭印象%补

填#致使填写错误&临床医生在填写输血申请单时#凭印象$注

意这是第
$

个凭印象%或单方面听信患者自诉#致使血型填写

错误)$

$

%粘贴错误!医生在粘贴检验报告单时#凭印象$注意

这是第
-

个凭印象%操作#导致错误粘贴其他患者的检验报告

单)由于核查不仔细#导致对患者血型的误认)

@+A

!

实验室方面
!

$

"

%操作错误!

/

标本排序与申请单编号不

一致#

"

个错位引起一连串的错误)这在实验室最为常见#主

要是由于检测者工作马虎*不专心所致)

0

配制红细胞悬液

时#浓度不恰当#致使抗原抗体比例不合适#反应不明显#造成

血型结果误判)

1

检测过程中离心时间*速度不当#导致假阴

性或假阳性结果)

2

检测过程中仅进行正定型检测#未进行反

定型检测&仅以肉眼观察细胞凝集现象#导致不能发现弱凝集)

5

混用不同品牌试剂#造成血型鉴定的错误)$

&

%报告错误!工

作程序不正规#检测者精力不集中#笔误或计算机录入错误#致

使结果报告错误)$

$

%其他错误!检测过程中室温过高或患者

血清中蛋白成分异常$如高球蛋白血症%引起红细胞呈缗钱状

排列#某些疾病$如肺炎*支原体肺炎*肝硬化等%导致患者血液

中冷凝集素含量较高#某些药物$如磺胺类药物%引起细胞凝

集#细菌污染或遗传因素引起的多凝集或全凝集#

3LW

亚型的

出现等等#都可造成血型判断错误)

@+B

!

管理者方面
!

$

"

%标准血清效价或亲和力降低#导致将
3

亚型误定为
W

型#

3L

型误定为
L

型)$

&

%试剂保存不当#被污

染或失效)$

$

%血库$输血科%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这一点在基

层医院#尤其是节假日*夜间急诊时最为常见)此时由于工作

量大#加之值班人员对血库工作的熟练程度欠佳#易造成血型

鉴定错误)

A

!

血型鉴定错误的原因

上述各种现象都有可能导致患者血型鉴定错误#从而危及

患者生命)核心原因在于医护人员欠缺责任心)据笔者统计#

'),

以上的血型鉴定错误是由于检测人员粗心大意)因此#笔

者认为加强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培养是避免血型鉴定错误的

关键环节)此外#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实行严格的查对制度#

完善管理程序#加强教育*培养#也是避免血型鉴定错误的有效

措施)

B

!

避免血型鉴定错误的有效路径

B+@

!

加强工作责任心培养)血型鉴定看似简单#但责任重大#

要求每位医护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尽可能杜绝人为因

素干扰#以保证血型鉴定不出纰漏)为此#医院和各科室应加

大宣传力度#加强技术培训#使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具有认真负

责的态度#细致严谨的作风#熟练的操作技能#从而有效避免错

抽*错填*错检*错报#真正实现血型鉴定无错误)

B+A

!

严格查对制度)临床科室方面应认识到血型和交叉配血

标本的重要性#必须做到单独采血*单独送检)抽血时要认真

核查患者床号*姓名#抽血后要及时填写患者有效信息#避免标

本采集错误&实验室方面应尽量以不同工作人员分别进行标本

检测*复核#标本*编号*姓名*结果需一一对应#采用双盲法进

行正*反定型#以避免弱凝集的漏检)若
"

份标本需进行血型

和血常规检测#应先进行血型检测#再进行血常规检测#防止标

本污染影响血型鉴定)发出血液制品时#应严格核查病历中的

血型报告单#绝不能以单份交叉配合标本作为血型依据#以防

止标本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在节假日*夜间急诊时尤为

重要)

B+B

!

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实验室应定制*使用有明确标识

的血型鉴定反应板#制备的红细胞悬液浓度应控制在
$,

!

!,

之间$交叉配备时红细胞悬液浓度为
&,

%#抗原抗体比例

要合适#离心速度为
")))?

"

E/1

#离心时间以
"E/1

为宜)离

心后应轻轻摇动试管#先以肉眼观察有无凝集或溶血现象&肉

眼未见凝集时#要以低倍镜观察#并注意凝集强度#避免漏检

3

*

L

亚型#类
L

或
>/03L

)当受血者血液中冷凝集素含量过高

或血型鉴定困难时#应对受血者红细胞进行洗涤或加温#并同

时进行反定型检测)遇有正*反定型不符时#需及时查找原因#

绝不能以单方法定型结果作为判断依据)这里要强调的是!必

须进行反定型检测#并适当延长反应时间#尤其是针对低丙种

球蛋白血症患者#以确保血型鉴定的正确性)

B+C

!

完善质量管理)标准血清的质量性能应符合合格试剂的

要求#对定购的试剂应及时抽检#确保质量后方可使用)所用

介质必须等渗*新鲜*无污染#且不同品牌#或相同品牌*不同批

号试剂不能混用)实验室应积极参加室间质评#促进规范操

作#规范判定标准#为临床安全输血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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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工作人员常因各种原因与患者产生医疗纠纷#一种

是与患者直接接触而导致直接纠纷#另一种是因与临床科室欠

沟通而导致的间接纠纷)若不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势必影响患

者的就医*检查利益#也影响检验科与临床科室之间的配合理

解#甚至加深矛盾而导致各方利益受损'

"2&

(

)现结合笔者临床

工作经验#将引起检验科医疗纠纷的原因与预防措施探讨

如下)

@

!

导致纠纷的原因

检验科直接或间接面对门诊及住院患者#需完成门诊患者

血液标本采集*细胞学穿刺#收集*处理门诊*住院及部分周边

医院送来的标本)标本来源面广#中间环节多#易引发各种检

验医疗纠纷)笔者总结工作中常出现的问题#认为主要与以下

$

个方面有关)

@+@

!

检验科原因
!

主要与没有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

0;81(8?(5

A

6?8;/1

@A

?5>6(:?6

#

OWU

%进行操作#忽略了门诊患

者标本检测前*检测中和检测后'

$

(

#以及住院患者标本检测中

和检测后等各方面的重要性)

@+@+@

!

标本采集及收集
!

对检验科而言#标本采集及收集是

检测前工作的重点#也是后续检验工作的基础#常见的工作失

误包括以下方面)

@+@+@+@

!

未彻底履行标本采集前的告知义务
!

检验科工作人

员在标本采集前未清楚告知受试者与下列内容相关的注意事

项!$

"

%不同标本或用于不同检验项目的标本采集前需有不同

的准备工作#如采血前是否需禁食#清淡饮食#药物干扰#饮酒

情况#剧烈运动还是静息#体位情况等)$

&

%某些项目检测前需

保持正常饮食*避免进食的食物种类或采取特殊饮食)例如在

尿液草酸盐测定前
"

周禁食大黄或菠菜&骨质疏松症患者在进

行某些尿液检测时禁食肉类)$

$

%是否需禁止饮水)例如基础

胃分泌试验前
#<

需禁止饮水)$

-

%标本保存和避免污染的方

法#尤其是需受试者自己收集标本$如尿液%时)$

!

%某些项目

检测前需避免剧烈运动或进行适当运动)剧烈运动后#

[

Z

*

Q8

Z

*

M8

&Z

*尿酸*尿素等成分的血浓度增加#白细胞可达
"+!_

")

%

"

G

以上#红细胞也明显增加)为了避免对上述检测结果的

影响#需避免剧烈活动#并禁食
"&<

后采集血液标本)有些项

目$如尿微量清蛋白*尿钙*尿磷酸盐等%则需受试者在标本采

集前进行适当运动)$

'

%相关刺激物或成瘾性药物对检测项目

的影响#例如大剂量青霉素注射对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的影

响&高浓度维生素
M

可使干化学法尿胆红素*潜血试验呈假阴

性#使班氏尿糖假阳性)$

*

%药物代谢对药物浓度监测的影响)

部分药物具有长期效应#在药物标定期采血$通常在药物
!

个

半衰期左右%时须注意药物的峰值效应#应在药物分布期结束

以后检测&通常应在药物输注结束
"

!

&<

后采血$地高辛和毛

地黄毒苷在
'

!

#<

后%)$

#

%饮茶*喝咖啡*吸烟和喝酒等对检

测结果的影响)$

""

%生物周期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包括月经周

期*昼夜节律等)

@+@+@+A

!

标本采集*验收时出现差错
!

$

"

%缺乏标本采集相关

知识#导致标本采集不当$例如采血时采血量不够*用错抗凝

剂*抗凝剂与标本比例错误*抗凝剂与标本未充分混匀*止血带

捆绑时间过长*多次穿刺等%#试管破裂#标本泼撒等#从而因需

再次采集标本而引发纠纷)$

&

%未告知患者该项测试所需时间

和领取结果报告单的地点)$

$

%标本验收时不仔细#如未及时

发现和反馈不合格标本信息#导致不能及时发出报告#并使临

床护士和检验人员的责任难以确定#引发纠纷)

@+@+@+B

!

标本运送或保存过程中的差错
!

$

"

%未告知患者自

送标本的保存及运送方式)如患者未及时送检标本导致载玻

片上前列腺液标本已干#尿或痰培养标本污染等)$

&

%检验科

对不能立即检验或需复检的标本保存不当#导致标本已不能用

于复检)

@+@+A

!

标本检测时出现的错误
!

$

"

%责仁心不强导致漏检*错

检项目#或标本张冠李戴)$

&

%标本预处理不当导致结果不准

确)$

$

%仪器保养不及时使仪器不在最佳工作状态#导致结果

可靠性降低)$

-

%业务不熟练#操作不规范等导致结果错误)

$

!

%缺乏临床知识#结果审核出现偏差)$

'

%试剂保存不当导致

降解*变质或过期#降低检测准确性)$

*

%以手工法替代仪器检

测所导致的相同项目*不同时间检测结果的异常波动)

@+A

!

临床科室原因
!

主要包括临床医师填写检验申请单*护

士采集标本和卫生员运送标本过程中出现的差错)

@+A+@

!

临床医师常见原因
!

医师没有完整*正确填写检验申

请单$纸质或电脑网络系统%)填写纸质化验单时患者基本信

息$住院号*门诊号*姓名*性别*科室等%填写错误*遗漏或字体

潦草#导致检验人员错误录入患者信息#造成医师*护士*患者

找不到对应报告单'

-

(

&由于性别填写错误导致检验仪器根据性

别提供的参考值错误#造成误解&未填或未完整填写临床相关

诊断信息#导致检验人员不了解患者临床表现或不能依据临床

诊断判断结果是否可信#不能对结果异常的标本进行复检#进

而导致结果与临床不符#如果医师在标本已处理后提出问题#

只能再次进行标本采集#不但增加费用#且易导致患者不满&未

注明患者近期用药情况#使检验人员难以判断药物所导致的异

常结果#进而可能导致医生错误制定后续治疗方案&漏填检查

项目导致病历不完整#如遗漏住院患者应进行的三大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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