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

综上所述#纸质化文件控制在质量体系管理中确实存在着

诸多缺点与弊端#在网络与信息化日益发达的今天#加快检验

科自动化'网络化的发展进程#是检验科的硬件建设#也是检验

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

*

(唯有实验室信息化与规范化的有机结

合#才更能提升实验室管理层次和管理手段#帮助检验科更好

地与世界先进实验室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接轨#将实验室管理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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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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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梁立飞!岑宪铭!唐艳华!梁
!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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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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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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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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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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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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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血站管理办法0第三十一条规定-血液标本的保存期

为全血或成分血使用后二年.(完整'有效'安全地保存无偿献

血者血液标本#可为追查献血者血液检测结果提供最真实的证

据(由于医疗纠纷中存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因此#采供血

机构建立一套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的保存信息管理系统#预防

因输血引起医疗纠纷显得十分重要(

"$!8

年以来#本站通过

使用条码信息化技术#采用全自动加样仪留取血液标本和本站

自行设计开发的软件系统-无偿献血者血样留取'定位保存信

息管理系统.#成功地建立了一套追溯性强'安全有效'检索快

速'使用方便的血液标本留取'定位保存信息管理模式(现将

本站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的保存经验总结如下(

?

!

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方法

?#?

!

采用条码信息技术对血液标本进行标识
!

$

!

&建立血液

标本的唯一标识#使用与现行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供应商相配

套的献血条形码$献血码&作为标本的唯一标识#确保标本不发

生混淆($

"

&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检测标本的标识使用唯一性献

血码#同一献血者的不同类型标本要采用相同的唯一条形码标

识#与血袋$含原袋和转移袋&及献血者的有关献血记录完全一

致($

8

&建立/血液标本留取操作规程0#对标本采集前的准备'

标本的标识'标本采集'登记和保存过程实施有效控制#确保标

本质量并按要求进行标本采集和留取(

?#@

!

深孔留样微板编号采用
*TYV2

检测微板相同编号
!

在

实验过程中采用全自动加样仪#同步留取血液标本至保存深孔

留样微板($

!

&在
V=24

全自动加样仪的全自动酶免加样程

序中#编入同步深孔微板留样程序(确保了同一份血液标本在

深孔留样微板上留取血浆的孔位与
*TYV2

检测微板上标本的

孔位完全一致(深孔留样微板编号采用
*TYV2

检测微板相同

编号规则($

"

&采用热合封口机将深孔留样微板与配套的密封

膜紧密热合#确保每一孔位均完全密封(同时#在深孔留样微

板上标注操作者工号或姓名'日期'深孔留样微板号#便于今后

查找(

?#A

!

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
!

利用无偿献血者血样留

取'定位保存信息管理系统读取
V=24

全自动加样仪信息(

操作电脑#在无偿献血者血样留取'定位保存管理系统上读取

V=24

全自动加样仪所连接管理电脑上已经形成了的加样条

形码信息#增加入管理留样标本信息的数据库中#并登记深孔

留样微板的板号和将放入区域的代码#打印相关信息(操作人

员核对深孔留样微板与相关信息无误后#将深孔留样微板放入

e"$W

以下冰柜存放#存放区域与电脑上登记的区域须一致(

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系统自动读全自动加样机扫描

保存下来的献血码信息#通过对放入保存冰箱的留样微板信息

和标本献血码的录入#达到定位查找#严格管理出入库的目的(

保存管理信息系统各种操作均有操作记录#从进入系统'入库'

借出'归还'出库等均有操作日志#并生成操作流水号#可对各

种操作进行追溯管理(

@

!

定位保存信息管理方法实施的经验总结

@#?

!

通过检查留取的标本情况以及时发现问题
!

"$!8

年开

展这项工作以来#检查发现留取的标本情况如下!$

!

&检查中未

发现深孔留样微板变形'破损'血样泄漏'密封膜脱落现象#未

出现误留'污染'变质'丢失等情况($

"

&检查中发现
8

块深孔

板上有
6

份血液检测标本漏留现象(通过核查发现这
6

份无

偿献血者血液检测标本都是应急检测血液标本#是通过手工进

行加样检测的(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把这
6

份标本忘记手工

加样至深孔留样微板中#所以造成了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标本

漏留现象(经过培训#再也没有出现类是情况($

8

&检查中发

现
!8

块深孔板上有
!/

份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标本中混有红

细胞现象(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献血者红细胞比积偏高#血浆含

量相对偏少(今后工作中#无偿献血者采样真空$下转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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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由原来的留取
$%&

血样标本试管#改为留取
'%&

血样

标本试管$

!(!

!

解决取用可凝标本困难的问题
!

由于使用的是
")

孔深

孔微板#血液标本冰冻保存后#要取用其中一个可凝标本时比

较困难$因为在溶解这个血液标本的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到周

边血液标本的融化#从而引起其他标本生物活性的改变$可采

取使用
*+#!

联
#

!

!%&

的可剪小塑料圆形试管#需要复查

时#把所要复查的小塑料圆形试管找出后单独剪开#复溶后就

可以按要求进行复查%

#

&

$

!("

!

热合封口机封口技术
!

采用的是热合封口机通过高温使

密封膜与深孔微板各孔口紧密结合技术$深孔留样板上的密

封膜一旦撕开#就算重新封口也能看到痕迹#这样保证了留样

标本的公正性$

!(#

!

时效性
!

本站自从使用这种血液标本保存管理模式以

来#工作人员从耗时'费力'繁琐的血袋辫子的核对'整理'离心

分离'热合'包装等过程中解脱出来(同时#采用深孔留样微板

保存大幅度减少了占用冰柜贮存空间#原来一个低温冷冻冰柜

只能保存大概半年左右的血袋辫子血液标本#现在可以保存两

年左右的深孔留样微板血液标本$

"

!

讨
!!

论

!!

!,#-

年
#,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

#,

月
!*

日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随着社会

主义法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

法治社会逐步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得到提高$特别是

在医疗卫生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

!

&中第四条第八项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

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伤结果之间不存在医疗过错承

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临床输血是医疗救治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由于受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

限制等众多方面的原因$而且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均无法彻底

避免处于,窗口期-的血液漏检#因此输血传播疾病的风险持续

存在%

.

&

$因此#采供血机构建立一套可靠'安全'有效的无偿献

血者血液标本的保存信息管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采供血机构在采供血过程中需要长期保存无偿献血者的

血液检测标本#以便于发生因输血而引起的医疗纠纷时能够及

时准确地供追踪使用$本站一直采用截留
!,/%

与血袋相连

的全血导管#放入低温冰柜中保存的方法#此方法存在血浆不

易分离'全手工作业易出现遗漏'大批量冰冻保存后不易定位

查找'占用贮存空间较多等不利因素$通过使用条码信息化'

自动化操作及改进的留样程序和保存管理信息系统#减少人为

因素影响#防止出现漏留'误留'污染'变质'丢失'误用等影响

标本复检的情况#并在需要时及时找出指定的标本$一旦出现

争议时#可对血液标本进行快速查找并封存#由权威部门检测#

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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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处于青年#无不良饮食生活习惯#在应用的时候#尤其在入学

体检时#对于
2&3

高于行业标准#但是在本研究得出的参考

区间范围内的学生#排除病毒性肝炎后可适当放宽标准采用本

研究测得的参考区间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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