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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生化标本检测周转时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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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查提供诊断疾病(监测病情(判断疗效及预后的

依据'临床医师
!#1

!

8#1

的重要决策基于实验室检测结

果#对实验室检测的质量与速度有同等要求'随着检测质量得

以提高#临床对于检测速度日益关注'医疗管理领域出现了新

的管理模式,,,速度管理#样本周转时间$

>?J7KJ=?7@>5GC

<;<

%为内容之一'

<;<

指从医师申请检查至获得报告所需

时间#分为申请(付费(采样(送检(检测(审核(报告几个阶段'

<;<

与准确性(精密度对于评估医院及检验科服务质量和效

率同等重要*

0+%

+

'随着自动化分析技术的提高和普及#检验科

工作效率大大增强'然而#由于医院规模扩大和检测项目增

多#

<;<

未见明显缩短*

$+9

+

'现以检验科急诊生化检验为代

表#采用标本条码管理系统跟踪标本周转时间#评价实验室缩

短
<;<

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探讨加强实验室管理(提高效

率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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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珠江医院
%##:

年
00

月
$#

日至
%##3

年
9

月

0"

日#门诊和住院患者遵医嘱进行生化急诊检查标本'

>2?

!

检测项目
!

%##3

年
0

月
!

日前检验科开展的所有生化

检测项目均可申请急诊检测'

%##3

年
0

月
!

日后严格规定的

急诊项目包括!急诊生化$钾(钠(氯(钙(葡萄糖(二氧化碳(尿

素(肌酐%(心肌标志物(急性胰腺炎指标(脑脊液生化(各种穿

刺液生化(有机磷中毒指标(肝性脑病指标(心肌酶谱等'

>2@

!

检测仪器
!

贝克曼
Qc%#

生化分析仪#雅培
;W]P,W<

生化分析仪'

>2A

!

周转时间的定义
!

参照美国病理协会
d+[J=MC6

程序定

义各阶段的周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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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从医师申请检查至获得报告

所需时间#分为申请(付费(采样(送检(检测(审核(报告几个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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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方法
!

本组仅统计在检验科完成的工作

<;<

#即标本送达实验室至发出报告(临床接收的时间'利用

惠侨实验室信息系统的标本
<;<

统计功能#急诊检测时间目

标值采用
!#G57

#记录调查时间段的门诊(住院急诊标本*

!

+

'

调查时间段分!采取改进措施前(后以及迎接质量管理检查前

0

周'

%##3

年
0

月
!

日检验科严格规定急诊生化检测范围并

实行#以此分界#

%##:

年
00

月
$#

日至
%##3

年
0

月
!

日为措施

实行前#

%##3

年
0

月
!

日至
9

月
0"

日为措施实行后'质量管

理部门来检验科检查前一周为
%##3

年
$

月
%$

!

$#

日#以该周

为一个样本进行调查'此外比较整个研究时段工作日与周末

的
<;<

'获取各阶段
<;<

#用
,[,,

统计软件进行两独立样

本
=

检验#显著性水准为
#2#"

'

?

!

结
!!

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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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急诊生化样本实验室
<;<

的分析
!

实验室信息系

统查询到
%##:

年
00

月
$#

日至
%##3

年
0

月
!

日的急诊生化

标本共计
!8!9

例#标本送达检验科至发出报告的时间即在检

验科的
<;<

#均值
!:2!!G57

#最小值
0#G57

#最大值
9:9G57

#

组数
`h0bH

N

$

!8!9

%"

H

N

$

%

%

h0$28%$!!h09

#组距
h

$

TKX+

G57

%"

Yh$$2:"8

#为便于计算#且
!#G57

为合格标准#组距定

为
$# G57

#

`h

$

TKX+G57

%"

$#h0"2:h0!

'

<;<

合格率

"!2$:1

#尚有
9$2!%1

不能及时$

!#G57

内%发出报告#未满足

预期目标'统计图显示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
9$29$

#数

据分布见图
0

'

图
0

!!

整个调查时段检测标本的
<;<

分布

?2?

!

措施实行前(后的急诊生化标本实验室
<;<

的对比分

析
!

措施实行前(后
<;<

的均值分别为
832#9G57

和
!#2%8

G57

#见表
0

'措施采取前(后
<;<

改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措施实施后
<;<

缩短#各调查时段
<;<

的分布见

图
%

'

表
0

!!

措施实行前'后样本分析对比结果

项目
样本例数

$

$

%

均值

$

G57

%

标准差

$

9

#

1

%

最小值

$

G57

%

最大值

$

G57

%

及格率

$

1

%

措施前
$#!% 832#9 "#2:: 0# 9:9 992%#

措施后
$8$: !#2%8 $92#! 00 903 !!2%#

图
%

!!

措施实行前后样本分组比例图

?2@

!

检查周与措施实行前(后
<;<

的对比分析
!

检查周标

本数为
%$8

例#

<;<

均值
"#2!9G57

#标准差
%0289

#最小值
%%

G57

#最大值
0:%G57

#合格率
:#2!#1

'检查周
<;<

较措施执

行后均值缩短了
32"8G57

#合格率提高
0929#1

#检查周与措

施前(后比较
<;<

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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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2A

!

工作日与周末样本实验室
<;<

对比分析
!

工作日(周

末
<;<

均值分别为
!:2:8G57

和
!:2""G57

#合格率分别为

"!20#1

和
"820#1

#工作日与周末的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见表
$

'

表
%

!!

检查周与措施实行前'后实验室
<;<

的对比结果

项目
样本总数

$

$

%

均值

$

G57

%

标准差

$

9

#

1

%

最小值

$

G57

%

最大值

$

G57

%

及格率

$

1

%

措施前
$#!% 832#9 "#2:: 0# 9:9 992%#

措施后
$8$: !#2%8 $92#! 00 903 !!2%#

检查周
%$8 "#2!9 %0289 %% 0:% :#2!#

表
$

!!

工作日与周末样本检测时间对比分析

项目
样本例数

$

$

%

均值

$

G57

%

标准差

$

9

#

1

%

最小值

$

G57

%

最大值

$

G57

%

及格率

$

1

%

工作日
9:%: !:2:8 9%283 0# 9%0 "!20#

周末
03$! !:2"" 9!29$ 08 9:9 "820#

@

!

讨
!!

论

该科采取急诊急报改进措施有!$

0

%明确急诊范围#大量非

急诊项目列入急诊申请目录#占用了急诊分析的人力(物力#真

正的急诊无法快起来*

8+:

+

'实验室人员需不断与医师沟通#减

少非急诊项目&$

%

%调整工作流程#急诊标本在护理站就区分标

示#建立送检绿色通道#实验室人员能迅速识别急诊标本并优

先处理&$

$

%完善人员业务能力培养#熟练是快速的基础&$

9

%加

强工作人员急诊观念#完善急诊急报制度#明确岗位职责#赏罚

分明等'调查显示#检查前一周报告时间均值较之前缩短了

32"8G57

#合格率提高
0929#1

#达
:#2!#1

#证实上述措施非

常有效#这与其他调查结果一致*

3+0#

+

'

影响
<;<

的因素有多方面#急诊生化检测
<;<

最小值

$

0#G57

%与最大值$

9:9G57

%差
989G57

#说明
<;<

压缩空间

很大'措施实施后差值为
9#:G57

#提示这些措施还不能完全

解决
<;<

较长的问题'分析
<;<

超出
%9#G57

原因#主要有

仪器状态及分析速度(实验室信息系统传递数据的流畅性(人

员业务熟练程度及责任心(岗位安排合理性等#其中设备是最

大影响因素#说明各种仪器$如纯水处理机(离心机(生化分析

仪等%的日常维护与保养非常重要'为应对设备故障等突发因

素影响#有条件的实验室需有备用设备#在质控或仪器维护维

修时替代使用*

:

+

'

工作日与周末
<;<

均值与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

示周末值班人数与工作量匹配#目前安排无需改动'

本组利用实验室信息系统对检验申请(标本采集(送达(接

收(发出报告等时间段进行监控#标本上条码在不同地点扫描

而记录各节点时间#减少了手工获取(处理数据的误差和劳动

强度#避免人工记录时间点导致的跟踪检查项目少(主观影响

因素多(结果误差大的局限*

!

+

'

总之#该科为缩短
<;<

实验室段所采取的措施有效'硬

件良好(工作流程优化(急诊范围明确(人员急诊观念强是提高

实验室效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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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院门诊量的增加#检验科的患者也逐步增加#这对

检验科的各服务窗口造成很大的压力#曾试图通过引进叫号机

来对患者进行分流#但效果不明显'为解决此问题#本组引入

了离散事件仿真思维#有关离散事件仿真在医疗方面的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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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解决儿科门诊的患

者流动性问题'本组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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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离散事件仿真软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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