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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识别技术在血液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探究

江玉君 姜桂华 王红云 刘晶

血液的采集、处理、储存和分配是一个复杂且

高度敏感的过程，任何环节的疏忽均可能导致严重

的医疗事故。为降低医疗事故风险，保障用血安

全，血站必须建立和实施血液可追溯性管理，对采

供血全过程进行彻底覆盖。血液管理信息化建设

已有 30余年，目前已逐步实现规范化，但受限于技

术体制等因素，实际业务管理过程中血袋标识易损

坏、数据存储量不足、无法实现批量交接、血液跟踪

定位管理或全程溯源等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因此

亟需对血液的精细化管理技术进行开发利用以实

现血液的全面追踪[1,2]。

射频识别技术（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是一种利用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的自动识别

数据技术。近年来，RFID技术已应用于医疗管理和

血液管理等领域[3]。然而，血站对于RFID技术的应用

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次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究RFID技

术在血液管理中的应用，以规范血液的精细化管理流

程，为持续提升血液的全面追踪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23年 7 月至 2023年 12 月

嘉兴市中心血站血液储存及调剂数据进行前瞻性

研究。根据RFID技术应用前后分为对照组（2023
年 7 月至 9 月，RFID技术应用前）、观察组（2023年

10 月至 12 月，RFID技术应用后）各 3 000袋全血。

两组血袋规格、型号、颜色均符合标准；献血者符合

《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参照相关标准实施血液全面追

踪管理[4]。观察组应用RFID技术，操作如下：

1.2.1 待检库流程 ①全血接收：利用智能读取装

置批量识别血液RFID标签，批量接收采血科室交接

过来的全血，核对信息，将血液信息提交至业务系

统；②待检出库制备：智能识别装置批量扫描血液

标签出库制备血液，完成待检血液出库制备的登

记；③成品标签打印：通过RFID标签打印机打印出

射频血袋电子标签，将射频血袋电子标签粘贴在成

品血袋上；④待检核查：智能识别装置扫描，确保实

物与单据信息的一致性。

1.2.2 成分制备流程 ①离心监控：批量读取要进

行离心的血液信息；②速冻核查：批量记录血液在

速冻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及血液信息；③解冻核查：

记录血液在解冻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及血液信息。

1.2.3 成品库流程 ①成品库核查：通过射频批量

扫描血液后，将血液信息按照品类和血型进行展

示；②成品库入箱：通过射频技术批量绑定冰箱和

血液信息，对血液定位进行记录。血液放入冰箱

后，可在对应的智能交互终端等设备查看血液信

息；③成品库出库：批量扫描要出库的血液，在便携

式智能采集终端页面上查看读取信息，射频扫描的

数量与实物核对一致后，进行血液发放；④血液查

找：输入待查找的血液献血码后查找血液，通过射

频信号强度，找到血液具体所在位置；⑤库存盘点：

盘点以冰箱为单位，通过射频批量扫描冰箱内的血

液，并与系统中记录的数量进行对比，方便找出多

余或未找到的血液实物。盘点结束后自动生成盘

点报告，在Web端进行查看。

1.3 观察指标 比较RFID技术应用前后批量血液

工作效率情况（全血接收时间、速冻核查时间、库存

盘点时间、成品库出库时间）、血液管理风险情况

（库存盘点差错率、标签污损/脱落率）及核查准确

率，其中批量为100袋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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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批量血液工作效率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批量血液工作效率比较/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3000
3000

全血接收时间

15.47± 2.24*
130.89±10.35

速冻核查时间

2.77±0.26*
36.35±2.40

库存盘点时间

15.59± 3.23*
120.11±12.48

成品库出库时间

15.27± 2.14*
114.69±15.1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观察组批量血液全血接收时间、速

冻核查时间、库存盘点时间、成品库出库时间均明

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
596.98、761.90、444.06、355.44，P均＜0.05）。
2.2 两组血液管理风险及核查准确率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血液管理风险及核查准确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3000
3000

库存盘点

差错率

1（0.03）*
8（0.27）

标签污损

/脱落率

2（0.07）*
10（0.33）

核查准确率

2996（99.87）*
2987（99.5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观察组库存盘点差错率、标签污

损/脱落率均低于对照组，核查准确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5.45、5.34、4.78，P均

＜0.05）。
3 讨论

目前各级采供血机构的管理主要依赖人工记

录、核查和系统录入，这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准确性

和可靠性较差，工作效率低，无法实现快速不开箱

盘点和数据自动识别交接。在当前技术架构下，这

些问题仍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亟需展开对血

液进行高效管理技术方法的研究[5~7]。RFID技术的

基本原理在于利用无线通信技术，通过非接触的射

频通信方式将电子标签内部的数字信息传输至读

码器，随后将所获取、识别和过滤后的电子标签信

息传送至中央信息系统，以便进行相应处理。RFID
技术能够在复杂的操作环境条件下准确捕捉到每

一个标识的射频标识信息，充分满足了准确性与可

靠性的要求，从而实现了全方位智能化管理[8~10]。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RFID技术应用后批量血液

全血接收时间、速冻核查时间、库存盘点时间、成品

库出库时间均短于RFID技术应用前（P均＜0.05），

表明RFID技术极大提高了血站的工作效率。齐清

等[11]研究报道，相较于常规条形码逐一扫描，RFID

技术时间更短，且准确性更高。其原因在于RFID技

术在血液管理中的应用能够实现对血液全流程、全

范围和可追溯的管理，包括血液的收集、移交、准

备、检测、入库、储存、出库等环节进行全程自动化

监控，真实完整地记录血液的整个生命周期数据信

息，从而提高血液管理效率，并真正实现血液从供

应链到使用环节的全面管理要求。RFID标签具备

大容量信息存储功能，可以储存丰富的数据，同时

实现多目标辨识，提升数据采集效率。此外，通过

RFID采血标签对血液在离心和分血时进行实时监

控，并可对标本进行管理，实现标本的批量交接和

入库，并通过记录标本存放位置，实现了在标本库

中快速查找标本，在减少人工操作的同时，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RFID
技术应用后库存盘点差错率、标签污损/脱落率均低

于RFID技术应用前，核查准确率高于RFID技术应

用前（P均＜0.05），表明RFID技术在血液的精细化

管理中效果显著，实现了血液的全程管理。采用

RFID进行血液管理的方法具有多重优势，每一袋血

液都配备独特的RFID标签，使得无论是在血库库

房、其他血库的调出或调入，或者在医院使用时，都

能够利用RFID标签对血液进行唯一标识。RFID技

术的应用实现了血液管理的非接触式识别，从而降

低了血液污染的可能性。此外，RFID技术能够与各

类血液管理信息系统无缝连接，为血液的管理和使

用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信息、智能化的物流管理以

及可信赖的采供血液的追踪溯源服务，实现血液数

据动态盘点，并远程“可视化”监管，实现血液盘库

“零接触”、血液存储“零误差”，继而降低血液管理

风险。

综上所述，RFID技术能提高血站工作效率，实

现血液全面追踪精细化管理，为血站供血和临床用

血提供安全保障。但为了更高效地利用RFID技术，

RFID系统的集成仍需进一步加强，使其与现有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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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信息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更

新；同时还需要培训提高医护人员对RFID技术的认

识和操作技能需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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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除[5]。③增加局部血液供应：内热针疗法可降

低张力和无菌性炎症，使细胞再生和再血管化，毛

细血管扩张，血供增加。④调节生物力学平衡：内

热针治疗可达到松解软组织目的，从而解除患者肌

肉痉挛，有利于恢复生物力学平衡，缓解患者症状，

并减轻疼痛。⑤促进能量释放及补充：内热针刺入

病灶后，患者会出现“酸、麻、重、胀”感，这正是内热

针使得能量向周围辐射释放的过程[6]。

综上所述，软组织外科学理论指导内热针疗法

联合硬膜外阻滞治疗LDH可提高疗效，有利于改善

腰椎功能。但本次研究存在一定不足，如研究时间

较短、样本量较少等，后期有待进一步增加样本量、

延长观察时间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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