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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外部專家撰稿 

審稿專家：TPR 工作小組校修 

採集檢體針筒與注射藥品針筒誤認之風險 

提醒 

以空針採集病人檢體後，應立即注入檢體容器(試管)中，以免將檢體誤認為注射

藥品溶液之風險。 

案例描述 

A護理師以針筒採集病人尿液後，將針筒放置於B護理師之行動護理工作

車上；B護理師預沖洗病人靜脈輸液管路，先用空針抽好生理食鹽水並放在自

己口袋內，之後將置於行動護理工作車上已抽取檢體的針筒用於沖洗另一位病

人的靜脈留置針。 

建議作法 

一、檢體採集 

1. 採集病人檢體應到病人單位，進行病人辨識，確認病人後，再進行採檢。 

2. 先貼上病人標籤，再進行採檢，採檢後，必須立即注入檢體試管中，再依檢

體保存時間規範立即送檢驗部門。 

3. 護理師進行護理活動時，行動護理車應視為清潔區域，因為磨藥、抽藥等作

業皆在此區域完成，為避免染污，抽完的檢體應有固定置放的區域。 

4. 因行動護理車大多體積龐大且重，護理師若為單一檢體採集，可使用小型採

檢車或治療盤，以方便採檢作業。 

二、 沖洗靜脈輸液管路 

1. 護理師於備藥前再開啟藥物及空針包裝，若以空針抽藥後未立即給予，應標

示清楚，包含藥名、劑量，且嚴守無菌技術存放，不可放在口袋。未有標示

的藥物，不應拿來直接施打病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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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使用預充式導管沖洗器(Flush Syringe)，除顯著減少準備時間外，也可

降低染污和給藥錯誤等風險。 

3. 若使用針筒抽取生理食鹽水，一定要在配置後清楚標示日期及內容，抽完剩

下之生理食鹽水應丟棄，避免留在檯面上，減少汙染機率。 

三、 在執行任何醫療照護行為要避免作業被中斷，應一次性完成作業，以減少

出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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