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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

年全国三级综合医院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考核活动的通知和
.,++

年卫生部给出-三好

一满意.活动的分解指标中对临床实验室检验结果及时性的要

求#结果回报的及时性是衡量临床实验室服务质量的重要内

容(及时性主要是通过检验结果的回报时间$

%*%

%来评价

的)

+

*

(较短的
%*%

有助于急诊医生更早地对危重的急诊患

者或住院患者的病情作出诊断和治疗(因此评价和改进
%*%

对于实验室的质量管理来说#与满足患者的要求一样重要(笔

者就本科室急诊检验室
.,++

年度急诊标本$包括血常规'凝血

和生化项目%

%*%

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本科室目前
%*%

的

情况#为本科室实验室质量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F

#

材料与方法

F=F

#

材料
#

通过实验室信息系统$

"!0

%收集
.,++

年度急诊检

验室开展的血常规'凝血常规'急诊生化项目的
%*%

数据#共

计
>6->

份(

F=G

#

方法
#

%*%

目标值的规定!参照卫生部要求和美国病理

学会$

1*<

%的
i#<DB:C2

程序)

.

*

#规定血常规的
%*%

目标值为

-,(@A

以内)

-

*

#生化和凝血常规的
%*%

目标值为
8,(@A

以

内)

$

*

(将血常规标本
%*%

超过
-,(@A

者#生化和凝血常规标

本
%*%

超过
8,(@A

者定义为
%*%

不合格标本#统计不合格

率(目前#本科室急诊血常规检测采用日本光电
/[Z#Y...

血细胞分析仪#生化标本检测采用日本东芝
%7*#+.,')

生化

分析仪#凝血常规检测采用
0

M

2(CO1*+5,,

全自动凝血分

析仪(

G

#

结
##

果

本科室急诊检验室
>6->

份标本的血常规'凝血常规和生

化检查
%*%

统计结果见表
+

(将全年数据按月份'工作日进

行分类统计#得到图
+

%

.

#结果显示#

%*%

不合格率与工作量

呈正比关系(

表
+

##

>6->

份标本
%*%

统计结果

项目
标本总数

$

'

%

不合格标本数

$

'

%

不合格率

$

V

%

合格率

$

V

%

不合格标本平均

%*%

$

(@A

%

合格标本平均

%*%

$

(@A

%

总体平均

%*%

$

(@A

%

血常规
-$-8 >8 .=6> >6=.+ $> > ++

凝血常规
.+>, Y> $=,8 >5=>$ +,- .6 -,

生化检查
$++- ++, .=86 >6=-- >+ .8 .6

图
+

##

.,++

年度各月份标本百分比与
%*%

不合格率统计 图
.

##

.,++

年度各工作日标本百分比与
%*%

不合格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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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准确性'精确性'及时性以及权威性是评价实验室效能的

四大要点)

5

*

#临床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依赖于患者的症状

体征以及实验室检验结果#因此#确保及时性是实验室的重要

职责#而
%*%

则是评价实验室及时性的重要参数(

%*%

包括项目申请'标本采集'标本运输'前处理'标本分

析'结果生成'结果分析和根据结果采取措施#共九个步骤#依

据标本的处理过程#它可以分为!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

%*%

三个部分)

5

*

(目前#本科室对
%*%

时间段的判定#遵循

的是美国病理协会的
i#<DB:C2

程序)

.

*

#即将
%*%

定义为从实

验室标本接收到报告审核这一时间段(本研究中#通过对本院

门诊急诊检验'住院急诊检验的血常规'凝血常规和生化检查

标本的统计得出$总共
>6->

份%#本科室血常规'凝血常规和

生化检查
%*%

合格率保持在
>5V

以上$分别为
>6=.+V

'

>5=>$V

'

>6=--V

%#合格标本平均报告时间在
-,(@A

以下$分

别为
>

'

.6

'

.8(@A

%(总体上讲#本科室
%*%

可以满足绝大多

数临床科室的需要(

通过对比全年各月份'各工作日的
%*%

数据#可以发现

本科室目前的
%*%

不合格标本数目与标本量呈正比#提示

%*%

延误原因较固定#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

+

%随着标本量

的上升#急诊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不断加大#急诊各检验仪器的

项目负荷不断上升#检验高峰期仪器标本拥堵#造成
%*%

不

合格率增高&$

.

%由于急诊患者病情比较严重#部分异常结果需

要复查或者镜检#导致
%*%

超过指定标准&$

-

%仪器试剂更

换'定标'质控期间#正常标本进程停止#造成
%*%

超过指定

标准(另外#急诊检验室也接受来自住院患者的急诊项目#国

内学者宋昊岚等)

8

*认为#大约
5,V

的住院急诊标本并不是真

正的急诊标本#这些非急诊标本占用了真正的急诊通道#也导

致了急诊
%*%

的延长(

此外#国外学者
N̂LCA2FC@A

和
[(NAI@

P

NFBD

)

6

*指出#

%*%

数据分布是呈偏态分布#其分布右端可能出现过长的
%*%

$即

超过某一时间的
%*%

#阈外值%#对阈外值的研究被认为具有

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阈外值分析常用于工业质量控制#以

此作为根据判断系统是否失控#它同样有助于实验室分析

%*%

延迟的原因#以防止再次出现阈外值(

i#<DB:C2

方案显

示出
%*%

的合格率与
%*%

的阈外值具有相关性#因此有效

监测阈外值可不断改善
%*%

(而监测
%*%

阈外值的第一步

就是建立
%*%

阈外值(因此#调查建立合适的
%*%

阈外值#

是今后本科室
%*%

监管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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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大量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

方法应用到医学领域和临床实验室#临床检验专业也以惊人的

速度向前迈进)

+

*

(同时#检验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临床医学#每

一个检验项目的存在必须得到临床医生的认可和支持)

.

*

(长

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检验人员与临床医生之间缺乏有效的

沟通(本文通过对基层医院检验与临床沟通的现状'沟通不足

的原因#分析探讨在当前形势下#临床医生和检验人员应如何

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的问题(

F

#

基层医院检验与临床沟通的现状

F=F

#

临床检验项目申请单存在的问题
#

临床检验项目的申请

单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

%申请单上患者的临床信息太少或

缺如#多数没有临床诊断#检验人员无法根据申请单提供的信

息区别对待不同的标本&$

.

%部分临床医生不了解检验医学进

展#习惯于旧的检验项目#不能有效地利用检验新项目的临床

价值和资源&$

-

%不能按规范要求开取检验申请单#字迹潦草#

患者信息错误或不准确等&$

$

%对标本采集前患者的准备或注

意事项交代不清楚或根本不交代&$

5

%在实验项目的选择方面#

未遵循询证医学的原则#通过优化组合选择经济适用的检验

项目(

F=G

#

标本采集与送检不规范的问题

F=G=F

#

标本采集存在的问题
#

忽视生理性变异'生活习惯'药

物和采集方式的影响#未采集最具有代表性的标本)

-

*

&抗凝管

标本量不足或过量致抗凝剂与血液比例不符合要求&错误使用

各种标本容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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