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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血液质控与管理工作简报
（第 1季度）

湖北省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5 日

按：2025 年全省血液质控系统以“主任下沉记”为开篇，

在荆楚热土上，血液质控人身携使命沉基层，足履实地筑防线，

以精业笃行护佑生命健康，用滚烫初心写就新时代血液安全时

代答卷。

2025 年第一季度，全省各地市州血液质控中心主任躬身力

行，深入基层医疗机构，以脚步丈量责任，以行动诠释担当。

从恩施山区的采血站点到江汉平原的临床输血科，从血库规范

化管理到疑难病例技术指导，各地主任带领团队直面问题、靶

向施策——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现场督导，既“把脉问诊”

基层血液安全管理痛点，更“开方抓药”推动整改闭环。这场

覆盖全省的“下沉行动”，不仅织密了血液质量安全防护网，

更以技术赋能基层、以标准贯通末梢，生动诠释“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行业初心。

第一季度步履铿锵，为全年质控工作夯基垒台；基层实践

的火花，正汇聚成全省血液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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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

推动精准输血   助力疑难抗体患者救治
——许敬主任率队开展输血与临床会诊

2025 年 2 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需要为一名有着

50 余年地中海贫血病史的患者输血。该患者由于多次输血，体

内产生抗 -Ce 和抗 -Jkb 抗体，涉及 Rh 和 Kidd 两个血型系统，为

其筛查出相合血液的概率仅为 1%。同济医院为患者向武汉血液

中心提交疑难交叉配血申请后，配血过程也异常困难且有可能

难以筛选出相合血液。

考虑到患者亟需输血挽救生命，2 月 11 日武汉血液质量控

制中心主任许敬带领武汉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专家组来到临床

一线，与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输血科、血液科、医务处医生组

成多学科会诊（MDT）专家组共同探讨治疗方案。经过对患者

病情的全方位研讨，最终为患者制定了例如抗体类型、抗体效

价等个性化的检测方案以及“分步输血 + 免疫抑制”的综合输

血方案。

确定治疗方案后，许敬主任又立即组织血液中心多部门进

行了大量的血液筛查工作，终于从 120 袋 B 型血液中筛选出 1

袋相合的血液。患者经过输血治疗后，血红蛋白从 42g/L 升至

47g/L，为后续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

复杂抗体患者的输血救治需要多学科协作，结合实验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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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临床经验，才能制定精准、安全的输血策略。此次会诊的成

功，充分发挥了武汉血液中心的技术与资源优势，让此类患者

的输血安全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同济医院专家也表示，武汉

血液中心的技术支持不仅为患者救治提供了关键保障，也拓展

了医生对于疑难血型、疑难抗体患者输血需求的视野；同时也

深刻体会到在当前血液资源异常宝贵的情况下，精准输血不仅

能节约资源，更能提高输血疗效，多学科协作会诊模式值得推广。

许敬主任在此次会诊活动后指出，精准输血能够有效提高

用血效率，更好满足患者输血需求，提高输血治疗的效果及安

全性。中心计划将多学科会诊工作模式向全市乃至全省推广，

为疑难血型、疑难抗体患者提供精准输血支持。同时，中心将

进一步完善“血小板基因库”和“特殊血型库”建设，提升地

区的精准输血水平。  

    （供稿：武汉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

点评：点评：

武汉市血液中心成功救治罕见抗体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展现了高水武汉市血液中心成功救治罕见抗体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展现了高水

平医疗协作能力。面对仅 1% 的相合概率的输血难题，多学科团队创新采平医疗协作能力。面对仅 1% 的相合概率的输血难题，多学科团队创新采

用“精准检测 + 分步输血 + 免疫抑制”综合方案，攻克 Rh 和 Kidd 血型用“精准检测 + 分步输血 + 免疫抑制”综合方案，攻克 Rh 和 Kidd 血型

系统双重抗体难题。该案例不仅体现了个体化医疗的前沿实践，更为复系统双重抗体难题。该案例不仅体现了个体化医疗的前沿实践，更为复

杂抗体患者的输血治疗提供了突破性范本，彰显我国血液病救治的技术杂抗体患者的输血治疗提供了突破性范本，彰显我国血液病救治的技术

实力与人文关怀。实力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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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

推动输血安全与专科建设双提升

3 月 17 日，恩施州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对辖区内医院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基层调研。中心主任杨仕坤带领副主任向晖

及秘书涂晓玉一行 3 人，走访了宣恩县人民医院和宣恩沙道中

西结合医院。

在宣恩县人民医院的调研中，团队发现该院输血科尚未独

立设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输血科的专科建设。同时，输

血前检测报告的发放、急救时的血液供应以及无偿献血者用血

的优先保障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团队建议医院加强输

血科的建设，并完善相关制度和流程，确保血液质量和输血安全。

在宣恩沙道中西结合医院的调研中，团队发现该院在血液

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输血安全隐患，以及在输血相容性检测方

面的问题。此外，医疗废物的处理也欠规范。团队成员针对这

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现场指导，并提出了改进措施，要求医院

尽快整改。

两所医院的领导均表示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积极配合并

落实中心提出的改进措施，以保障血液质量和输血安全。同时，

医院也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医疗废物的规范处理，以确保医疗环

境的卫生和安全。

通过此次调研活动，恩施州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不仅



— 4 — — 5 —

为医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为今后的血液质量管理和

控制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心将继续加强与各医院的沟通与合作，

共同推动恩施州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供稿：恩施州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

点评：点评：

恩施州血液质控中心深入宣恩县基层医院开展调研，通过实地核查恩施州血液质控中心深入宣恩县基层医院开展调研，通过实地核查

与专家指导精准定位血液管理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整改方案，并要求与专家指导精准定位血液管理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整改方案，并要求

限期落实。此举凸显质控体系对基层医疗的严格监管，以专业督导推动限期落实。此举凸显质控体系对基层医疗的严格监管，以专业督导推动

采供血规范化建设，强化了区域血液安全防线，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采供血规范化建设，强化了区域血液安全防线，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质量提供了有效路径，展现了质量管控网络下沉的实践价值。务质量提供了有效路径，展现了质量管控网络下沉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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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

织网基层护血液，质控督导促提升

为积极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

号召，深入推进“织网行动”，2025 年第一季度，黄石市血液

质控中心主任骆昡同志带领专家组深入基层医疗机构，扎实推

进血液质量控制工作，助力基层医疗质量的全面提升。

一、深入基层，夯实质量根基

2025 年 3 月，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主任骆昡率专家组奔赴

大冶市人民医院、阳新县人民医院等 6 家基层医疗机构输血科

（血库）共商“织网行动”推进策略。针对部分基层输血科存

在的分区混乱、设备短缺等问题，专家组提出多项整改方案，

通过布局优化、设备升级及健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临床输

血流程，并督促相关单位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确保“织网行动”

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二、聚焦隐患，溯源管理短板

在下沉过程中，专家组发现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在血液管理

方面存在操作不规范、流程不清晰等一些常见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质控中心专家提出了一系列预防与应对措施：一是建立

健全输血管理体系文件及相关制度；二是开展基层医疗机构规

范输血、安全合理用血的培训；三是建立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

微信交流群，实时答疑并共享经验，减少输血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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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靶向培训，补足服务短板

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血液质量管理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基于 20 余家医疗机构的培训需求调研反馈，2025 年质控中心

将在输血质量管理、疑难血型鉴定技术及复杂输血病例处理规

范等几个方面，对全市医疗机构输血科（血库）工作人员开展

能力提升计划。通过系统性、分层次的针对性培训，实现基层

输血科从“基础规范”到“技术精进”的阶梯式提升，为织密

全市血液安全网络夯实人才基础。

四、数据驱动，严查整改成效

通过对在第一季度的黄石市 29 家医疗机构输血科（血库）

质量指标统计分析，有 8 家医疗机构输血科质量指标均达到目

标值，6 家输血科输血申请单合格率未达标，未开展室内质控

和室间质评工作的主要集中在基层输血科中。

针对上述数据情况，质控中心专家组进行了分析，提出改

进要求：一是要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训，提高输血前检

测率和输血申请单合格率；二是要优化知情同意书签署流程，

以及明确特殊情况例如紧急输血的规范处理原则；三是要建立

质控程序，加强人员培训，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经费投入，循

序开展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工作。

血液质量控制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骆昡主任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基层医疗质量监管和人员培训力度，确保

整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将以“零差错、

零事故、零舆情”为目标，通过管理赋能、技术攻坚、服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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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三轨并行，推动基层输血服务从“保基本”向“优质量”跨越，

全力守护患者生命线！

（供稿：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

点评：点评：

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以“织网行动”为抓手，通过下沉督导精准聚黄石市血液质控中心以“织网行动”为抓手，通过下沉督导精准聚

焦基层输血科短板。骆焦基层输血科短板。骆昡昡主任带队实地调研 6 家机构，依托质量指标数主任带队实地调研 6 家机构，依托质量指标数

据监测，揭示基层普遍存在室内质控缺失、质评空白等问题。专家组以据监测，揭示基层普遍存在室内质控缺失、质评空白等问题。专家组以

问题为导向，分层提出整改方案，推动输血质量管理从数据追踪到质控问题为导向，分层提出整改方案，推动输血质量管理从数据追踪到质控

闭环的升级，展现了质控体系“靶向破题、精准施策”的实践效能。闭环的升级，展现了质控体系“靶向破题、精准施策”的实践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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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

热血追“锋”  生命接力

3 月 5 日，是第 62 个学雷锋纪念日，荆州市中心血站站长、

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主任毛国庆一大早就来到市民中心，

指挥“追‘锋’而行　青暖荆楚”荆州市学雷锋无偿献血月启

动仪式的现场运作，并强调献血服务细节与质量要求。活动由

团市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中心血站承办。团市

委副书记王文雯为活动致辞，号召大家以雷锋精神为指引，用

爱心汇聚生命的力量参与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

在荆 7 所高校代表集体宣誓，全员传递“学雷锋”火炬。来自

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妇联、市数据局、市科协、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银行荆州分行、中交一航局、

中建三局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踊跃献血，现场氛围

浓厚，工作井然有序，共 57 人捐献热血 17000 毫升。

14 时，毛主任一行到达距离中心城区 50 多公里的公安县，

对该县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工作进行调研。公安县用血量在荆

州六县市中居第二位，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均为三级综合

医院，临床用血需求高。县级、局级领导对无偿献血与血液管

理的重要性有极清晰认识，在无偿献血宣传、献血组织动员、

临床用血管理上都有明确目标与落实办法。在现场交流听取汇

报后，毛主任要求，血液工作要坚持政府主导、卫健主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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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会依法推动、部室落实督办的多级推进模式；要坚持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提升县域千人口献血率，卫健单位应带头示

范提升献血成功率；要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发挥融媒体作用，

创新宣传模式，结合爱心企业献血月等活动，引导民营机构助

力无偿献血；要加强临床用血管理，提升自体输血水平，积极

开展新技术。

2 月中旬以来，毛主任就多次带队奔赴六个县市，与分管

领导、卫健局、红十字会负责人就无偿献血现状及医疗需求剖

析交流，取得地方政策支持，县市献血全面开始，临床用血有

了量的保障。同步加强采血现场监督检查，督促优质服务规范

操作，提高单人次献血量，献血不良反应、血型初筛不符合、

血液检测不合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从源头保障了血液质量。

毛主任在市直用血四大家医院，县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调研

时，与分管领导、医务科、输血科、临床科室共商对策，面对

血液保障的阶段性困难，采供血与临床用血两端要密切配合，

加大临床动员献血力度，适时在医院设立采血点方便就近献血；

加强患者血液管理，综合预判合理用血；推行多模式自体输血，

实施更安全的用血；畅通献血者优待路径，落实医院血费直报，

让献血者更有获得感。

（供稿：荆州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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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点评：

荆州市以学雷锋日为契机，通过“政府 + 卫健 + 红会”三级联动机荆州市以学雷锋日为契机，通过“政府 + 卫健 + 红会”三级联动机

制破解用血难题，既借力节日动员实现单日献血 1.7 万毫升，更着眼长制破解用血难题，既借力节日动员实现单日献血 1.7 万毫升，更着眼长

效机制建设—创新县域千人口献血率考核、推广自体输血技术、推动医效机制建设—创新县域千人口献血率考核、推广自体输血技术、推动医

院设立采血点，将志愿服务转化为系统化血液治理方案，为中小城市医院设立采血点，将志愿服务转化为系统化血液治理方案，为中小城市医

疗资源优化提供实践样本。疗资源优化提供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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