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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索

医学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及控制对策分析
李钊，路欣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甘肃平凉  744000）

摘要：临床上，患者疾病诊断与治疗结果分析中，临床医学检验结果是关键性信息，其检验结果准确度直接关系到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有效性。

对此，结合临床实践，分析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并制定出针对性有效的解决方法，以此提高临床诊断结果的准确度，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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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医学检验技术迅速发展，开发的项目越来越
多，要求检验人员积极学习，掌握更多的新知识与新技术，
丰富知识体系，及时把握临床最新研究，促使新项目、新技
术能够真正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为疾病诊疗提供完善、可靠
的信息。同时，对于医生而言，检验报告是临床疾病诊疗的
主要参照信息，也是重要的档案资料 [1]。因此，准确、合理、
恰当的检验报告尤为必要。各医院应高度重视检验项目，采
取有效方法控制检验质量，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以有
效缓解患者痛楚，促使患者早日康复。

1 医学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     

1.1 患者自身因素

对于检验结果而言，患者饮食、生理及药物是主要影响
因素 [2]。临床检验过程中，应了解患者病症、年龄与性别，
并与正常值进行比较。从饮食方面分析，采集标本前，患者
如果没有按照医务人员叮嘱对饮食进行控制，会导致血液标
本中乳酸含量提高、血液标本中糖分增加，从而直接影响检
验结果。从心理角度分析，若患者情绪较为强烈，血压便会
骤然上升。标本采集前，患者应有效控制情绪及运动量。对
于药物而言，其对检验结果的干扰较大。例如，标本采集前
若服用了左旋多巴时肌酐，检验结果中 AST 超过正常范围，
尿液标本葡萄糖结果则相对较低[3]。药物进入人体后，生物学、
理化等效应相继出现，对检验结果的精准度影响较大。

1.2 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环节中，采集部位、时间及试管使用不当等是
主要影响因素。其中，采集部位及时间不当最为常见，混淆
标本是主要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采集环节中也出现了注
射器清洁不到位、血液标本被污染等细节方面的问题，应引
起重视。

1.3 实验室影响

对样本进行分析的流程较为繁杂，且对检验人员的专业
性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在处理样本检验时，极易出现样本
丢失、混淆样本、样本被污染等情况。其中，混淆样本的情
况最为常见。在检验方式方面，数据处理不当、检验设备故障、
标记不当等因素较为常见，其中，标记不当最为典型。特别

是阳性检验结果，还需通过传统手工进行复核，及时发现药

物等影响因素。

2 临床医学检验质量控制提升对策
（1）检验前，医护人员应详细告知患者检验注意事项，

并耐心解释，有效抑制患者出现抗拒心理；（2）标本采集时，

应稳定患者情绪，特别是儿童，血液采集时儿童往往感到十

分害怕，十分抵触，进而出现检验失误的问题 [4]。对此，应

基于不同疾病、不同年龄患者，制定针对性有效的样本采集

计划；（3）运送与保存样本，应严格按照采集后迅速送检的

要求。针对无法及时送检的标本，应将其保存于冰箱中，有

效预防交叉感染的情况；（4）建立健全检验系统管理制度，

保证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流程标准实施，确保各司其职、互相

帮助、责任落实到位。提供商应对工作中每一项安全制度、

值班制度进行完善，对各项操作进行全面监督与规范，有效

控制各个环节的质量；（5）注重实验操作的科学性。积极开

展形式多样的岗前培训活动，组织检验人员对理论知识进行

全面掌握，进一步强化其检验水平，牢固掌握检验仪器、试

剂具体的使用方法，并注意更新知识体系。同时，掌握仪器、

设备日常维护与故障维修技术，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3 结束语
临床医学检验意义重大，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需要检验

工作为支撑。为了能够促使人们更深、更广地认知疾病，需

采取有效措施对结果准确性进行检验，为临床疾病诊断与治

疗提供可靠依据，有力地促进临床医学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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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血糖、血压、血脂疾病。经回归分析显示，体质指数是

影响血糖、血压、血脂的独立风险因素。对此，有必要重视

和加强健康体检人群体质指数变化，开展饮食管理，控制体重。

综上所述，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患病率均随着超

重、肥胖的增加而升高，临床需高度关注体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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