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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采集质量控制中应用血站质量管理体系的价值
李飞

庆阳市中心血站，甘肃庆阳，745000；

摘要：目的：血站是采集、检测、制备、储存并向医疗机构供应血液的重要场所，血液采集作为整个血液供应链

的首要环节，其质量控制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本文探析血液采集质量控制中应用血站质量管理体系

的价值。方法：对在我血站的献血者及医护人员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对比实施血站质量管理前后的应用效果。结

果：观察组血液报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采集过程消毒合格率、血液样本合格率和献血者对护理质量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P＜0.05,组间存在对比性。结论：血站质量管理体系在血站血液采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可

以确保血液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靠性，还能够提升公众对血站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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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思想水平也在

逐渐改变与进步，无偿献血工作已深入开展，越来越多

的人愿参与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血站是一个采集、贮

存血液，并向临床提供血液的医疗卫生机构，同时要负

责控制血液贮存的质量
[1-2]

。血液采集工作为其中一个重

要环节，包括献血者的选择、血液储存条件、血液检测

等，若血站工作人员在采供血工作中出现不规范的操作

行为,产生差错事故,不仅会影响血液质量,还可能对献

血者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3-4]

，因此，采供血

工作必须始终将质量放在首位。血站质量管理体系作为

目前针对血站高质量管理的主要方针之一，可从组织管

理、完善采血制度、加强培训、强化血液储存等多个方

法实现对血液质量的管理
[5]
。为了确保血液的安全和质

量，针对 2024年 3月~2025 年 3月期间在站献血的 450

例献血者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分析血液采集质量控制中

应用血站质量管理体系的价值，现将研究成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24年3月~2025年3月期间在我血站进

行采血的 450 例献血者和 23 名工作人员（均为女性，

且均具备相关职业证书，身体健康），根据实施质量管

理前后将所有献血者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排除凝

血功能障碍和血液疾病者，妊娠及哺乳期者、全身性感

染性疾病患者、存在免疫功能障碍，有认知及语言功能

障碍、精神疾病或癫痫史者，重要器官功能障碍和伴有

恶性肿瘤者，临床配合度较低和因各种不可控原因不能

全程参与者，指标间利用统计学数据后显示 P<0.05，具

备可比性。

表 1 两组献血者和护理工作人员一般资料对比(x±s）

组别 例数 男女比例
平均年龄
（岁）

护理工作人员平均
年龄（岁）

对照

组
225 117/108 41.41±

1.63 31.27±3.43

观察

组
225 112/113 41.68±

1.72 31.82±3.12

1.2 方法

（1）对照组：血站工作人员均进行岗位培训（参

考《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 版)》
[6]
），培训内容包

括采血技术、献血知识以及责任感等。在采血前工作人

员对献血者进行健康体检和基础知识讲解，在采血的全

过程加强巡护，关心献血者的心理状态并有所应对，采

血后密切关注患者是否存在不良反应以及遵循国家法

律法规和国际标准对血液储存和后期的血液供应工作。

（2）观察组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参考世界卫生组

织（WHO）制定的血液安全指南和标准，依据《血站管

理办法》《血站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

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

优化质量管理体系，明确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工作流

程、操作规程等，确保各项业务活动有章可循、有序开

展
[7-8]

，同时，建立有效的应急响应机制，包括在紧急情

况下的血液采集、储备、调配和供应的具体措施，以便

血站能够迅速调整工作模式，优先满足紧急用血需求。

加强员工培训和考核：结合血站人员数量、工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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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制定系统化的培训课程，包括血站采血护理基础知

识、操作规范、穿刺技术、安全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所

有参与血液采集工作的人员，均要经过专业的培训，熟

练掌握采血技术与操作规程，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

质量意识和操作技能。进行专业技能考核，使工作人员

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和技能，此外，还应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质量管理活动，赋予其相互监督的权

利，使其能在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基础上，保证工作质

量，提高管理效果。

血液采集环节的质量管理：对血液采集的各个环节

都有明确且详细的标准操作程序（SOP）最大程度地避

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血液采集质量问题，确保每一份采

集的血液都符合质量标准。

①确保献血者符合国家献血标准，必须对献血者的

身份进行严格核实，通常采用身份证、指纹识别等方式

进行验证，并严格执行健康征询表和体检制度，包括询

问病史、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测，降低传染病传

播风险。

②血液采集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各种专业设备，如采

血针、血袋、离心机、血液储存冰箱等，并定期对采血

设备进行消毒和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避免污染和交叉感染，以保证血液采集和后续处理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③严格执行采血操作规程，采集过程中，必须严格

遵守无菌操作规范，确保血液采集过程中不受污染，在

穿刺时，需选择较粗大、饱满、位置相对固定且富有弹

性的静脉进行操作，尽量一次成功，时刻关注献血者的

状态，避免出现不良反应，若出现晕血和晕针采血者，

应立即停止采血，及时将其转移到休息区，口服糖水，

开展急救措施，使采血者迅速保持清醒
[9]
。

④采血后，准确无误地标记每一个血液样本，包括

献血者信息、采血时间、血型等关键数据，注意轻拿轻

放血袋以避免袋子破损，同时建立完善的冷链管理系统，

确保每一袋血液都在适宜的温度下储存和运输。

建立动态监督机制：突出质量监督员的作用，通过

内部质控和外部质评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对采血护理

服务质量进行评估，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规范采

血护理工作，以不断提升血液采集与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1.3 观察指标

对比实施质量管理前后采集过程消毒合格率、血液

样本合格率以及血液报废率情况和采血工作管理质量

评分；对比两组献血者对护理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用 t 检验(x

±s），用 x²检验[n(100%)]，若 P＜0.05说明存在对比

意义。

2 结果

表 2 对比实施质量管理前后采集过程消毒合格率、血液样品合格

率工作管理质量评分[n(100%)](x±s）

组别 例数
采集过
程消毒

合格率

血液样
本合格

率

设备维
修保养

消毒工
作质量

采血
质量

对照
组

225
203

（90.22
%）

204
（90.67
%）

85.21
±7.66

84.38
±3.61

87.5
2±
4.64

观察
组

225
223

（99.11
%）

222
（98.67
%）

95.32
±2.56

95.26
±4.10

96.1
0±
4.68

P / ＜0.05 ＜0.05 ＜0.05 ＜0.05 ＜
0.05

表 3 两组血液报废率[n(100%)]

组别
例

数

血量

不足

血袋

破损

脂肪

血

保密
性弃
血

血浆颜

色异常

报废

率

对照
组

225
4

（1.7
8%）

4
（1.7
8%）

3
（1.3
3%）

4
（1.7
8%）

4
（1.78
%）

19
（5.
33%
）

观察
组

225
1

（0.4
4%）

1
（0.4
4%）

1
（0.4
4%）

2
（0.8
9%）

2
（0.89
%）

7
（3.
11%
）

P / / / / / / ＜
0.05

表 4 对比两组献血者对护理质量评分(x±s）

组别 例数 服务态度 采血技能 环境管理 护理实施

对照
组

225 7.26±
0.42

7.30±
0.59 8.05±0.13 7.12±0.68

观察
组

225 8.72±
0.50

8.86±
0.35 9.24±0.08 9.08±0.32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医疗卫生机构中血站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不以营利

为目的公益性卫生机构，工作职能主要为招募献血者，

血液的采集、储存、检测、制备、运输等，将有效、及

时、安全的血液制剂提供给临床，以满足患者的治疗
[10]
。

血液采集是整个采供血流程的起点，其质量直接影响到

后续的血液储存、检测、制备及交叉配血以及临床输血

的效果
[11]
，长期以来血站各项工作均围绕《血站质量管

理规范》要求开展，但由于各项管理措施不系统、缺少

统一，导致血站血液采集质量控制效果不佳，为了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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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的安全性和质量，建立和实施血站质量管理体系变

得尤为重要。

血站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健全的组织架构、严格

的人员管理、先进的设施设备以及完善的工作流程标准

及规章制度、规范的献血者筛选、完善的血液采集、精

确的血液检测、标准的血液制备和严格的血液保存和运

输等措施
[12-13]

，可促进采血工作更加有序，且更加规范，

提高血液采集质量，有效地保障血液的安全性和质量，

提高服务效率，并且该体系还可以通过强化员工培训来

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

此次研究表明，实施血站质量管理体系能够显著提

高血液采集和供应的质量，观察组（实施后）的血液报

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实施前），且采集过程消毒合格

率、血液样本合格率和献血者对护理质量均高于对照组，

P＜0.05，组间存在对比性。

综上，血站质量管理体系在血站血液采集工作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规范了操作流程，提升了血液质量，

确保血液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靠性，还能够提升公众

对血站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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