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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分析前误差因素及解决措施研究

朱妙翠

环渚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省 湖州市 313000

摘 要：医学检验分析是进行医疗科技研究、疾病诊断的重要环节，出现误差则可能导致结果不严谨等问题。基于

此，笔者和对医学研究有兴趣的同学共同进行了调查，在高中学习资料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与医院工作人员交流、查

阅各类资料进行了初步研究，重点是医学检验分析前误差的分析及对策，希望能为后续具体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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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关于在医学检验分析前误差产生原因，人们已经开

展了多年的调查研究，经过近十年的案例总结，目前调

查样本容量约为三千例，男女患病者比率约为7:3，年龄

段范围从二十岁至八十岁不等。

方法

医学检验误差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收集数据，分

别从病人自身以及产生偏差的当事人医师进行数据采

集，采用同类案例或者相同性别的其他研究方法对临床

案例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可以看出产生医学检验分析中

偏差的因素由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产生，基本包括三个层

面:数据采集因素、仪器与试剂因素以及检验人员的分析

因素[1]。

样本采集因素

在常规的医学试验研究活动中，我们通常是将随机

数列作为选取样本的一个条件，认为只有具备随机数列

样本的选取才可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在具体医学检验实

践中，还是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因为样品选取程序是所

有检验操作的基础，所以在我们面前需要着重强调这一

步，也因此只有抛开个人的主观理解，尽量选取一种同

时具有随机性和总体的特征的样品才有助于检验，因为

这样的检验结果才具有医学价值。如在我们的选择样本

中，通过对男女的样本选取的分析，大概占全部患者人

数10%左右的患者都是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有

30多个案例是由于采集人员和采集样品数量不相符所造

成的，并且仅有约百分之一的患者由于本人的过失而造

成了检验分析前错误的产生，所以在绝大多数案件中，

检验分析前的错误都是在样品采集过程中产生的，而面

对此类问题我们还必须制定新方法针对采集问题。

设备导致的误差

因为仪器设备经常处在工作的状态，因此会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失与错误。医院仪器设备的问题也是导致诊

断错误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中，很多的医务

人员在开展检查项目时往往是用的或是采用时间比较久

的仪器设备，而与此同时，这种仪器设备的工作频率也

通常都是特别高的，并且在超高的工作频率下这种仪器

或是电子设备又极易造成功率浪费。而仪器的效率问题

又常常会使得检测的结果出现一些偏差，进而造成无法

弥补的后果。

试剂的问题产生误差

在现在的检测中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因为仪器所

造成的错误问题，而导致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一个重要

原因便是由于仪器在检测的过程中，经常由于不恰当

的使用或是根本没有的使用，而造成了在仪器所选用的

抽取或是输出方式中就已经出现了异变现象，并由此而

严重导致了检测结果的不正确性。但其次，因为我们很

多的医疗技术人员在选择仪器前往往并不了解仪器的种

类、产品的具体数量等，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在选用仪器

时的产生了困难，也就最终导致了试验误差的产生。而

同时，由于科学研究中也已经证实了很多的医务人员在

进行实验时使用的都是自己公司所生产的试验设备，那

么对于经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实验所形成的结果的准确性

也就没有什么保证了。

检验人员的分析因素

俗话常言事在人为，唯有加强检验工作者对仪器设

备和检测项目的全面关注，系统中仪器检验的可靠系数

才会大大增加。测试人员还必须同时掌握硬件与软件，

硬件主要是指设备的较高的技术质量，而软件则主要是

指设备对自身安全意识的高度管理，只有掌握了这些的

外界要素我们才能够确认测试人员对自身行为的规范性

度和正确性，也才可以确定对该系统的检测结果的科学

性，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却因为存在着太多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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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尤其是在设备运行人的较低水平的前提下发生的

问题，给设备在以后的使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2]。我国早

期医学科学的发展水平一直远远落后于外国，而这些年

来，尽管我国的医学专家仍在继续不懈努力，而我国医

疗科研也仍在持续的开展，可是医疗检测技术却依然是

一门基本技术，还远远不可以适应现代人的基本生存需

要，除了科技本身落后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便是我国

医学诊断标本和检测标准体系的不健全。

加强样本采集的全过程管理

在现场对样品实施有效收集的流程中，要做好样品

收集的整体管理工作，在对样品实施收集以前，检验人

员应积极对病人的全身状态进行有效的测试，及时告知

病人的进食情况以及药物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注意，使他

们有准备的情况下，可以完成检查，这样可以有效的促

进检验流程的正确规范。因此，检验人员必须了解患者

在体检时属于空腹的状态下，在采集血液的过程中，还

需要有与病人同树叶的二侧座位。而在对标本的运送和

储存的过程中，则应该做好运输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建

立工作，对样品进行仔细的检验，并对不合格的样品进

行有效的剔除。

加强仪器误差的有效管理

在实际对仪器的有关内容加以合理掌握的过程中，

并充分做好检测人员本身的训练和教学十分重要。在实

际操作的过程中，要严格地遵循相关的法律规范来进行

软件的正规操作，以防止一些不合规的操作和错误的系

统操作。在正常工作之余也要进行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教

学工作，使其不仅可以符合当前的时代与发展潮流，同

时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基础知识

与社会实际操作技能，同时充分做好对仪器设备的管理

与维护工作，使对其仪器功能的正常工作能力和发挥进

行了系统的培养。

有效重视试剂误差的管理

最后一方面的研究要着重研究的是对试药的有效控

制，在化工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应更加认真的对化工药

物供应的源头进行严密的把握，以防止向某些不相关

的企业购买相应的化工实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

进行对检验的实际使用情况和适用环境的正确掌握，要

及时做好药剂的正确使用操作，在对药剂进行使用的过

程中，也要对使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做出了正确的掌

握，这样也就尽量的减少了差错的产生。

提升人员能力水平

人员技能方面的提高也有利于医学试验研究中差错

的减少。虽然医疗检测的基础是技术设备，但各种实际

项目仍然必须通过培训进行，包括样品收集、仪器测

试、检查实施等，提高工作人员技能素质的途径主要是

开展集中训练。比如上文所示样本采集工作，医院可以

将所有相关人员进行集中，统一教授，如使用刀具割取

肌肉组织时，应相对刀具进行消毒，确保刀具处于无菌

状态，在进行切取前，应注意肌肉纤维的位置，防止胡

乱下刀、损伤纤维结构，造成术后检查中错误的结果。

项目的教授项目可循环开展，以每周为一次周期，可以

连续进行，或以每个月为一次周期，并根据考核学员的

技术掌握情况，针对还没有掌握相应技术的人才，逐步

开展二次培养，直至其技术水平合格。

完善样本采集工作

样本采集工作的进行是限制医学实验分析前误差的

主要措施之一，因此，应当要求人员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采集，并在采集后进行校对和核实，如果条件允许，可

以进行二次以上采集，确保样本科学使用[3]。以肌与组

织的解剖学实验为例，在采集样本时，假设对象是动物

肢体，先要通过沟通了解所要检测的肌肉组织，而后再

在放大镜的协助下，用洁净、无菌之工具割取组织，并

将其放入无菌梳妆箱中贮存，在经过二次、三次的采集

后，再重复以上过程，保证收集样品过程有序、样品数

量充足，以便避免临床试验分析的错误。

努力提高科研水平，加快临床医学检验成果转化

由于临床基础检验技术在不断的创新，发展的速度也

是比较快的，所以需要专业较高的临床检验人员和相关的

技术研发人员，通过他们共同的努力，在各个实践中得到

很好的效果。为更好的服务于患者，我们将临床医学实验

中的技术在短时间内转变成技术。提高医生作为医学检测

技术人员的工作状态，要细致和有耐性，不断的累积在医

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能够获得很高的技术提升，不

仅为创新产品和科技的研发提供了保障，也推动着医学领

域的往前发展。所以，医生们需要给医学检测技术人员提

供一个发展的空间，发展他们的技术工作，比如对检验技

师和临床医生之间开展了一个交流学习的计划，通过这个

课程不仅可以互相交流技术领域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在临

床医学实验室中的工作品质。

生物分析技术的应用

临床生物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应用具体的指标，精准

的探析适用于临床检测的具体方法，从医学应用检测方

面，逐步延伸至生物分子方面。将生物分子技术应用到

临床医学研究和实验检测方面的价值巨大。有效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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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核酸扩增技术和分析工艺的基础条件，从而形成了

结构更为精细的生物聚合物组成物，同时引入了生物多

源性技术开展基因功能研究。并实现了使用单链组结合

技术的生物多像点分析方法等的新方法，包括了使用荧

光杂交染色法、波普核酸检验法、蛋白质组结合方法，

等，从而推动了现代生物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和开发。

生物芯片的应用

生物晶片化是指通过微缩过程和生物物质间特异性

的相互作用，将整个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无连续性研究

系统集成到生物晶片上，从而建立微型生物化学的研究

框架。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完成了对基因、蛋白

质和细胞内关键微量元素的迅速、准确、定量检测。当

前较为成熟的生物芯片形式为微阵列分析。从生物晶片

的起源分析，可以是不同的细胞周期、微生物类型、生

命个体、病毒种类，以及它们在不同环境的条件下信使

RNA或逆转录后所产生的cDNA，还有它们在生物质谱中

间的杂交与培育。一般采取综合性考察和定量分析的方

法，对这些基因所表达的个体结构和细胞分化过程，以

及其对发病过程特异性的刺激、特异性等进行。

流式细胞仪的应用

流式细胞和普通细胞有一定的差异，要结合实际上

报的数量进行区分，明确测定细胞的群类。根据当前对

糖尿病医学检测研究的新要求，重点研究了FCM四周免

疫学、血液病理研究，克服了既往免疫学研究的不足。

并通过外周血T淋巴细胞数进行了测定，从而对细胞移

植的排异反应进行了有效的检测研究。采用肺泡灌洗方

法，对T淋巴细胞做多亚组检测。能够精确、迅速的评估

实际细菌表面抗原水平，为淋巴结病变的有效治疗提供

了准确数据，并为疾病的整体健康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监

测平台。而流式细胞测定仪，则能够准确评估被检查细

胞中的标记物质、细胞内抗体的表达能力，细胞感受器

及癌细胞DNA能力和免疫细胞的生化特性。

荧光免疫技术的应用

从生物免疫学的基本原理来看，目前人们主要依照对

抗原抗体间形成的光化学反应而展开了相关研究。这些化

学反应通常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特异性，可以通过荧光色

素直接标记到原抗体上或抗体的表面。在与特异结构的抗

原抗体融合后，利用荧光显微镜直接观测其视野中所显示

出的特异结构。此项试验提高了对检验结果的敏感度，也

减少了检验下限，可裁剪更具体的检验手段。

散射比浊分析的发展

散射比浊法的实现技术关键在于，针对被测试样品

在凝结时间内散射光能不同的情况选择测试场所，可针

对性的检测血浆、血液、蛋白质以及各种污染物[4]。如急

性蛋白质、免疫蛋白、补体系列以及尿微量蛋白质分子

系统，等等。之后，通过调整对这些蛋白质系统的实际

检测标准，也就能够比较地合理评估实际的生物标准水

平，进而大大提高了对疾病诊断的精确度。

细胞耐药性实验的发展

细菌的抗性和滥用抗生素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当

前，由于抗生素滥用现象严重，这种现象导致医学上病

原菌的抵抗力更加强大。因此，逐渐产生出了大量广谱

的耐药性微生物。要从根本上提高抗生素的特异性、灵

敏度。除了要在临床上合理的使用，从而降低了药品成

本，还要有效提升微生物检验方法和分离的感染物质方

法的水平，以便规范了药敏实验的整个过程，以提高抗

生素的正确应用。

结语

医疗技术并没有一个人能够马虎的事情，但是对于

医学检验分析前差错的防止却需要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

深入研究探讨，同时建立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而标本

检测的工作流程也需要医务人员用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工作心态去了解掌握，同时检验设备仪器的准确性

也需要经过相关技术人员的去维护或去检验。希望经过

论文的研究，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增加对医学检验仪器设

备精度的重视，同时注重医务人员责任心的逐步培养强

化，提升临床医学基础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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