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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信息集中管理模式下临床输血信息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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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控制

采供血环节"管理血液及相关信息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现已成

为实现采供血业务的重要工具'

"

(

#现行
=>?

系统分为血站信

息系统和临床输血系统!分别由各个血站和医院部署"运行和

维护!执行各自的技术标准!难以互相访问!使血液信息系统成

为一个个信息孤岛'

0

(

#随着采供血业务的发展和血液管理的

规范化!国家卫生部已经把全国一体化的输血机构和信息管理

中心纳入/中国卫生科技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及
0#"#

年远景

规划纲要0

'

%

(

#血液信息系统的重新架构和设计势在必行!但

这种架构和设计仍在探索之中#现就血液信息管理的中心化

模式!新血液信息系统中临床输血信息管理子系统的架构和实

现方法提出意见#

$

!

用临床输血信息管理架起新血液信息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

的桥梁

医院输血科除了进行血液储备外!还承担交叉配血"有关

传染病指标的输血前筛查"血液治疗等临床医疗工作#因此!

临床输血信息系统往往作为医院信息系统)

@4,

A

+:93+-6478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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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的一个功能单元进行设计"部署和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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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信息管理模式下!除了血液将有限的信息从血站信息系

统带到
B>?

以外!血站信息系统与
B>?

之间没有信息交互的

渠道!见图
"

#

图
"

!!

现行血液信息系统模式图

血液信息流转的割裂!血站和血液管理部门难以实时了解

医院的血液库存和临床用血需求!不能进行血液的预警和横向

调拨'

!

(

#从献血者血管到受血者血管的血液链路中!医院输血

科是应用环节!承担着临床输注环节的血液缓存和控制作用.

同时!输血科直接接受临床用血申请!掌握着血液需求的最新

动态!是血液需求信息的采集终端#为此!基于医院输血科在

血液链路和医疗环节中的双重作用!在新
=>?

的架构中!应将

临床输血管理从
B>?

中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系统进行设计!

使之成为连接
=>?

和
B>?

的桥梁!见图
0

#

图
0

!!

临床输血信息管理与新
=>?

和
B>?

的关系构想

%

!

临床输血信息系统的结构设计

医院输血科承担临床用血的缓存与分装"输血相关的检测

实验"临床输血指导"临床输血治疗"临床输血效果评价"用血

需求采集等业务功能#从信息管理的角度!可以将上述业务抽

象为血液库存信息管理"实验室信息管理和临床输血管理三大

信息模块#

%'$

!

血液库存信息管理模块
!

在现行基于
B>?

的输血信息

管理模块中!也具有血液接收"库存血液盘点与效期提示"库存

血液分装与其他操作"临床发血等血液库存管理功能#新临床

输血信息系统在加强上述业务控制与信息管理的基础上!应新

增下述功能#

%'$'$

!

与
=>?

协同血液信息流转
!

临床输血信息系统与
=>?

的集成!并不是简单实现两者的相互访问!而是一种全新的架

构!由运行于血液信息中心的
=>?

主系统保存和调度所有血站

和医院血液库存的信息走向#运行于各血站的血液信息系统

在向医院发血时!记录除本地保存外!还向
=>?

主系统报送发

血清单并实时维护本血站在
=>?

主数据库中的血液库存信息.

血液运抵医院后!输血科信息系统的血液接收模块读取
=>?

主

数据库中的发血清单进行核收!对于合格血液!在将血液信息

写入本地数据库的同时!还在
=>?

主系统的发血清单中进行签

收.对于按规定应拒收的血液!在
=>?

主系统的发血清单中签

据.拒收血液返回血站后!血站信息系统读取
=>?

主系统的签

收清单!核收退回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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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主系统中还设立各血站和输血科血液库存的动态

记录!在血液实物发生流转时!血站和输血科的信息系统还实

时维护
=>?

主系统中的库存动态记录#

%'$'%

!

配合信息传感技术实现智能血库
!

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血液的实物库存盘点需要打开冰箱进行清点!造成血液保

存温度的波动!进而影响血液质量#为了将血液质量的影响降

到最低!目前一般只清点不同血型的血液的袋数!而不能进行

实物库与信息库的一一核对#射频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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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传感技术的出现!使血液库存智能盘点

成为可能#临床输血信息系统应集成
JV>S

等远程读取技术!

将血液的信息管理延伸到实物的管理!动态感知血液实物的出

入库!通过与血液信息库的实时比较!为非正常血库实物出入

库提供报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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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信息管理模块
!

随着自动化检测设备的普及!各

级医院的临床实验室"血站实验室都部署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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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信息系统

的实验室信息管理模块!可以看成是
D>?

系统的一个缩影!具

有
D>?

系统的所有实验室信息管理功能!还具有以下不同点$

其一!为血型鉴定"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血小板血型检

测"白细胞血型检测与配型"红细胞血型系统不合致新生儿溶

血病检测及产前预测等输血科专有实验项目的管理和报告进

行优化'

(

(

.其二!需要同时从
B>?

读取患者信息"从
D>?

读取

患者血型信息"从血液库存中读取可用血液信息!以进行交叉

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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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管理模块
!

临床输血管理模块负责接收临床用

血申请"按照预定规则对临床用血申请进行审核以及临床输血

不良反应的反馈与管理#临床输血信息管理系统的输血管理

模块分为两个部分部署实现#

%'&'$

!

B>?

应用客户端
!

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现"治疗都依赖

于临床医护人员!其信息的记录和反馈理应由临床医护人员操

作!临床输血信息管理系统必须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观察"治

疗处置和报告输血不良反应的操作界面#这种需求形成了

B>?

与
=>?

的交叉!考虑到
B>?

与
=>?

的独立性!可行的实现

方法是为
B>?

制定临床输血的信息操作标准!并提供
B>?

和

=>?

的信息接口函数库!由
B>?

软件供应商将临床输血的相关

信息操作!包括输血申请"输血告知与输血治疗同意书的签署"

输血不良反应的处置等集成到
B>?

的医师工作站和护士工作

站#因为遵循相同的标准和实现方法!无论由哪个厂商开发"

运行在哪个系统平台上!

B>?

中的输血相关操作都具有相同的

应用体验!

B>?

和
=>?

都能实现对接#

%'&'%

!

临床输血管理服务端
!

实现临床输血申请审核与管理

的自动化!现有技术手段有数据库执行和后台程序执行两种方

法#考虑到处理规则的更新"与
=>?

主系统的交互的便捷!可

设计为一种系统服务程序!运行于服务器后台!其功能由临床

输血申请的数据或者事件进行触发!从
B>?

采集申请输血患

者的有关体征和客观指标!判定申请输血的合理性"输血申请

审批的合法性#对于合理的输血申请!予以批准.对于明显不

符合要求的输血申请!拒绝用血申请的同时!向临床医师的工

作站反馈拒绝理由!以期帮助医师提高输血指征的把握能力.

对于难以判定输血合理性的!可将存疑因素返回医师确认!在

医师提供确认理由后批准用血申请#对批准的用血申请!交由

下一业务链路处理!同时更新维护
=>?

主系统中的用血需求数

据.对于拒绝的用血申请!应予以记录!包括申请医师"输血类

型"拒绝理由.对于由医师撤回的不确定输血申请!不予记录!

但医师补充用血理由的!应详细记录医师的用血理由#

合格的用血申请反映了医疗一线的用血需求!被拒绝的输

血申请反映了医师对临床输血指征的把握情况!医师补充的用

血理由反映了临床输血指征的发展动向#这些数据的实时获

得!为血液管理部门调控血液供应"调整用血政策"开展科学合

理用血培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血站制定和及时调整采血计

划提供了客观依据#

&

!

结
!!

语

现对临床输血信息系统的设计!立足于血液信息的集中管

理模式!旨在解决血液预警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实现血液信息

管理从+血管到血管,的完整性'

"#

(

!建立血液横向调节的可操

作性!提高临床输血管理的简便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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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设计中的单盲法与双盲发

单盲法指只有试验者知道受试者接受何种处理)如药物或手术*!而受试者本人不知道.可避免来自受试者的个人因素

的影响!但不能排除试验者的主观因素#双盲发指受试者与试验者均不知道接受何种处理!可以防止来自受试者与试验者

主观因素的影响!但较单盲法难以实现#

111摘自/医学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0)殷国荣"王斌全"杨建一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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