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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系统在临床输血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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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５月本院引进了上海杏和软件公司的ＬＩＳ软件，

并与医院 ＨＩＳ联网，实现了临床输血信息电子化、管理自动

化。ＬＩＳ现已运行了一段时间，笔者现将应用体会介绍如下。

１　ＬＩＳ系统在血型鉴定中的应用

血型鉴定是输血工作中较大且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输血

重要环节之一。本科室每天有近１００份标本需要做血型鉴定，

工作量大。过去需要手工登记每一个患者信息，手工填写化验

单，手工查询患者历史血型及输血史，工作复杂，容易发生错

误。ＬＩＳ系统的应用，实现了血型鉴定结果自动永久保存、患

者信息自动录入，患者输血史及血型一目了然，大大减少了工

作链，降低差错发生的概率。

２　ＬＩＳ系统在临床输血中的应用

交叉配血时，输入患者ＩＤ号、血型史自动出现（本院为了

确保输血安全，住院患者输血时要鉴定血型两次以上）。如两

次血型不匹配，系统拒绝发出血液制品。只有两次血型匹配且

交叉配血合格后ＬＩＳ系统出库系统才能自动将血型相同的血

液制品根据用量出库。

３　ＬＩＳ系统在输血管理中的应用

ＬＩＳ吸取了国际输血行业先进的管理思想，实现了与国际

接轨［１２］。自动跟踪，记录各种操作信息；自动进行信息一致性

检查，智能提示各种报警信息［３４］。ＬＩＳ系统分别设置了月、年

血液制品使用明细表，各科每月用血液制品的明细表，使得成

本核算极为简单明了［５］。

３．１　入库管理中的应用　从文本文件，二维条形码或操作人

员手工录入血液制品入库信息，包括；储血号，品名如全、成分

血、血型、来源、采血日期、采血单位、献血者、包装、数量等。中

心血站取来的血液制品可根据血液制品种类、血型、包装量、保

存期限扫描入库。如有快到期血液制品时发出红色报警。

３．２　出库管理中的应用　出库时，计算机自动核对献血员与

输血者的血型、有效期等不符时血液制品计算机不能出库，确

保输血安全。

３．３　不匹配血型提示　当供血者与输血者血型不匹配时，系

统提示，并将不予发出输血单。需要进一步核查，确保输血安

全。

过去临床输血需要手工填写较多的患者信息，容易忙中出

错，如将患者年龄、床号、ＩＤ号等填写错误，影响病历信息准确

性。ＬＩＳ系统在本院２０１２年５月应用到血库以来，极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同时降低了差错发生的几率。《血站实验室质量

管理规范》规定：“建立和使用血液检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对从标本接收到检测报告发出整个血液检测过程实行计算机

管理程序”。因此在实验室建立ＬＩＳ系统已成为必然
［６７］。本

科室血库肩负有医院输血科的功能。ＬＩＳ软件分别涉及了与

血站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和医院 ＨＩＳ之间的接口。针对本中

心多过程、多环节的业务模式，通过多方论证、考察，最终本院

血库实验室于２０１２年５月实现血库计算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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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ＰＨＥ）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１］。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极度开发、生物病体的变

异、城市人口的过度密集、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以及极端民族

主义和宗教势力的扩张、加上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相对滞后，

全球已进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期［２］。美国的“９１１”、欧

洲的疯牛病、２００３年春的“非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成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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