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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是临床输血的必要检测项目%鉴定结果错误会严

重影响临床输血安全%甚至威胁到患者生命&研究表明血型不

仅与输血相关%而且与血液疾病!新生儿溶血病等发生也密切

相关%因此%血型鉴定越来越受到重视%样本量逐渐增加%血型

信息管理面临着挑战&目前
$QY

血型系统和
:+

"

/

#是最常

规的血型鉴定项目%但随着其他抗原在诊疗中的意义凸显(

%

)

%

护士抽错标本!患者冒名住院等因素造成多次血型不符(

*

)

%报

告发布将会面临更大挑战&尽管目前已引进全自动血型检测

仪器%实现了血型检测加样!判读等工作的自动化(

2

)

%但血型标

本信息核对!不同仪器及手工鉴定结果的管理工作等仍存在盲

区%因此%血型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血

型信息管理系统构建需求与实践规划方面进行阐述&

#

!

血型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要求

#!#

!

法律法规要求
!

根据/血站技术操作规程"

*0%*

版#0血

型检测结果要经过
*

次检测结果的比对%一致时才能做出血型

检测最终结论&为保障输血安全%我院坚持鉴定结果双人双签

制度(

7

)

%要求系统能设定时间控制初复检人员%监管同一样本

是否使用不同鉴定方法&/临床输血技术规范0要求患者血型

样本信息进行逐项核对%有关资料保存
%0

年(

1

)

&为满足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需要建立能记录并长期保存多种检测数据的血

型信息管理系统&

#!!

!

工作效率要求
!

传统的手工法做血型鉴定后将结果和检

测者信息记录在试管上&仪器鉴定并经检测者确认后也记录

在试管上&手工抄写与核对的工作不但任务重!效率低%而且

易发生人为错误&为提高工作效率%血型信息管理系统需满足

智能读取与核对要求&

#!"

!

标准化要求
!

目前输血软件种类多%但软件之间很难实

现相互通信(

3

)

&标准化是数据通信共享的前提%可促进系统推

广使用&血型信息管理系统与医院
">V

系统!检验报告系统!

军卫一号血液管理系统!全自动血型检测仪器等紧密相连$以

现行法律法规为参考%并以血型鉴定业务流程为规范(

;

)

%实现

标准化管理$以
)Q

'

,%6000

标准为参照%实现具有较强容错能

力的标准化接口&

!

!

血型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功能与建设规划

!!#

!

数据安全功能与规划

!!#!#

!

患者样本信息安全
!

患者血型样本信息与医院系统信

息不符会严重影响报告发布!配血和发血安全&/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0要求每一样本应详细记录病史(

8

)

&为实现患者信

息安全%拟规划血型信息管理系统采用样本条码进入系统后%

核对患者姓名与医院系统姓名是否相符%患者科室与现在的科

室是否相同%如需更改由检测者反馈给临床科室$判断样本是

否为血液%检测目的是否为血型鉴定相关项目%以排除拿错标

本或扫错条码&患者信息辨别功能拟实现提取患者数据%当血

型样本没有条码号或扫描条码无法获取样本信息时%录入患者

>/

号%获取患者信息并生成新条码&血型系统生成的条码与

临床条码设置差异%以方便区分&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更新

或修订患者信息%系统保留修订前的详细信息以便提供审计

线索&

!!#!!

!

血型结果安全

!!#!!!#

!

样本血型准确接收与比对
!

本院临床要求患者同一

样本应同时用
*

种不同的方法进行
$QY

正反定型!

:+

"

/

#的

血型鉴定(

7

)

&大量的检测结果对血型信息管理系统读取信息

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自动血型检测仪器的引进也给血

型信息管理系统准确地接收仪器结果带来挑战(

2

)

&因此%拟规

划血型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以数据导入%文本读取%条码!

:'>/

识别%手动输入等方式接收信息%同一样本的多次血型结果自

动比对%且保留修改记录&

!!#!!!!

!

患者样本血型与历史血型比对
!

为减少差错性血型

报告%系统可获取并比对患者的历史血型&历史血型分为门诊

血型!住院血型"医院
">V

系统!检验报告系统#!军卫一号血

液管理系统献血员血型&其检测项目名称包括
$QY

血型!

:+

血型!血型鉴定!孕期筛查等&拟规划血型信息管理系统对血

型鉴定结果的回顾性分析%以识别历史和当前不一致的血型&

若患者存在非典型红细胞抗体或特殊血型%通过历史血型比对

可有效避免血型遗漏&母体内存在抗胎儿红细胞的
>

E

)

抗体

易产生新生儿溶血病%历史血型查询可为胎儿或新生儿血型样

本紧密匹配的妊娠记录%并且能区分父母血型%为临床诊疗提

供积极参考(

6

)

&血型记录链接需要完善的历史信息检索标准&

如患者多次血型不一致时提示链接患者骨髓移植或服用特殊

药物信息%检测项目名称%检测日期%检测者信息等&

!!#!!!"

!

献血员血型比对
!

按/临床输血技术规范0要求对献

血员采血前后的血型鉴定进行核对(

1

)

&传统的核对方式是首

先将献血员样本按血型和编号大小排序%其次用军卫一号血液

管理系统排序%再由工作人员对两者信息进行一一核对&繁琐

的排序和核对工作不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也增加了差错风

险&拟规划血型信息管理系统接收手工或仪器的献血员鉴定

结果%并与军卫一号血液管理系统中的历史血型自动核对%由

检测者审核后发布献血员血型&本系统记录了患者和献血员

的血型%能为实现电子交叉配血打下基础%既减轻工作压力%又

提高安全效率&

!!#!"

!

数据安全报警
!

血型数据安全报警功能拟采用双盲法

获取鉴定结果并进行回顾性分析后%对异常结果或不安全数据

提示报警%解除报警后%允许检测者审核发布&若已发布的报

告%允许有权限的工作人员召回%并登记召回理由&为了提供

严格的安全提示程序%系统从以下几个方面报警"图
%

#&"

%

#

患者信息与
">V

信息不符$"

*

#样本检测项目与血型鉴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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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2

#样本只有一次检测结果$"

7

#同一样本多次血型不一致$

"

1

#在设定的时间内初检者和复检者为同一个人$"

3

#患者多次

血型不一致$"

;

#母婴血型的不相容$"

8

#特殊的血型患者$"

6

#

献血员多次血型不一致$"

%0

#试剂超出有效期$"

%%

#试剂信息

与检测目的不相符$"

%*

#质量控制结果不合格&

图
%

!!

数据安全报警图

!!!

!

数据存储功能与规划

!!!!#

!

血型信息专业化存储
!

信息技术应用到血型管理以实

现自动化和信息化%最重要的是强调血型信息的专业性&血型

系统超过
20

种%血型抗原达数百种(

%

)

%血型信息管理系统应实

现对众多血型结果的长期存储&目前我院对献血者进行
$QY

血型和
:+

血型抗原
-&/[F

检测及不规则抗体筛查的同时%对

本院住院患者进行
$QY

血型和
:+

"

/

#血型"其中部分临床科

室要求检测
:+

血型抗原
-&/[F

#及不规则抗体筛查&针对庞

大的数据信息量%持续增长的血型检测图片%血型信息管理系

统拟设计专业化的存储空间应对目前的检测项目&不仅如此%

血型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血型信息管理系统对未来的

数据信息应留有足够的空间&

!!!!!

!

质量控制管理存储
!

质量控制是提高血型检测正确性

的重要保障%可有效地监控试剂的稳定性和仪器的灵敏性&质

量控制样本标签需设置血型相关的质控信息&拟规划质控条

码以
h-

开头%预设
7

个字符位代表样本血型%

3

个字符位代表

样本惟一编号&血型系统通过读取样本的
%*

位条码分析质控

预设信息%自动比对实验结果%判断质控的合格情况&每日质

量控制可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规则%质控过程在血型信息管理

系统保存%以便于回顾性质量控制分析&

!!!!"

!

试剂信息存储
!

血型信息管理系统需要记录血型结果

与试剂信息%以便追溯检测结果的有效性&拟规划系统为实验

记录检测试剂批号!试剂名称!试剂厂家!试剂有效期!检测目

的!检测方法!检测时样本批号
d

板号
d

位置!检测时间!检测

者!检测仪器名称及其他信息&系统后台自动分析试剂是否有

效!试剂名称与检测目的是否匹配%不符合要求时予以提示&

!!"

!

其他功能及规划

!!"!#

!

电子文档保存
!

电子文档优势是易于复制%便于完整

记录%不占用物理空间%血型检测数据拟使用
?(V

格式的电子

文档&

?(V

是一种他人无法篡改的电子文档格式%文件比较

小便于存储&这种文档可进行数字签名以验证其真实性%还可

设置用户权限%增强了安全性%有效地保护隐私(

%0

)

&广泛应用

的
RODLMRP

系统和
MNNO&F

软件自带
?(V

查看器%其他系统也

可以从微软官方下载查看器&用
?(V

文档交流既方便又可以

满足当前需求&

!!"!!

!

权限控制
!

一个用户可能有多种权限%多个用户可能

有同一种权限%管理员权限可以增加和编辑用户参数&为防止

越权操作%血型信息管理系统用操作日志记录操作的实况%为

所有人设置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密码要求符合安全标准%强

制过期避免重复使用(

%%

)

%加密存储以保护隐私&

!!"!"

!

数据配置
!

全民医疗信息化要求医院之间的医疗信息

共享&这不仅能有效的控制医疗成本%而且能更全面地了解患

者健康状况(

3

)

&血型信息管理系统设计配置数据源!运行环境

等功能%这是提高通用性的基础%更是全民医疗信息化革新的

体现&

"

!

讨
!!

论

综上所述%本血型信息管理系统有如下优势&"

%

#全*血型

由基因决定%具有稳定性%但骨髓移植或服用特殊药物可能影

响血型鉴定%该系统不仅能实现同一样本多次检测结果的横向

比较%还能实现对同一患者所有血型记录进行纵向比较%并链

接相关患者信息%最大程度保障血型信息的准确性&"

*

#快*本

系统能快速准确检索数据%并根据法规予以完整保留%即刻备

份数据&"

2

#便*血型信息的自动核对减少了工作人员压力%清

晰的电子记录为报表统计产生了便利%最终实现安全控制&合

理使用计算机软件来管理血型信息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值得强

调的是%在该系统运行过程中%工作人员应遵循操作规程%警惕

系统提示&总之%本血型信息管理系统能更好的服务于目前血

型检测工作%并使血型鉴定更加科学!合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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