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的事项，患者准备等信息分别以检验通信和公示栏的形式告

知医护人员和患者，以此得到医护人员和患者的配合与支持，

进而促进和改善实验室工作［５６］。

因检验结果是临床医生诊治疾病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为给

临床提供准确的检验结果，对于不合格标本一经确定，检验科

工作人员应立即与相关科室护理人员取得联系［７］，讲明标本不

合格的原因和重新采集的必要性，请求重新采集标本，以保证

检验结果的真实可信。总之，检验科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医患

沟通，特别是与临床科室的医护沟通，确保采集标本的准确性，

使不合格标本的百分率降到最低点，提高分析前质量控制水

平，为临床提供准确、及时、可靠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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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是近几十年发展最快的医学学科之一
［１］，以往检

验科的建设设计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人力物力资源浪费较大，缺乏建设规范

标准等［２］。对检验科各功能科室模块化设计，通过内部空间的

重新组合成检验中心，以适应各种变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

种较好方法。现介绍本院检验中心模块化设计与规划的经验

与心得，希望能为今后实验室设计与规划提供参考。

１　规划与设计

１．１　规划

１．１．１　科室定位　本院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直属医院，亦是学

校第三临床医学院，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新院区一期为４００

张床位，二期为１２００张床位，是以骨科为重点，包括内外妇儿

等科室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含骨伤和芳村两家分院。根据医院

的情况，本院检验科定位为大型三甲医院检验医学中心，亦是

医院科研工作的基地，承担第三临床医学院检验诊断学教学

工作。

１．１．２　科室选址　新院区一期工程包括住院大楼（１２层）和

门诊大楼（４层）各一幢，１～４层病房与门诊连为一体。前期规

划工作中，从设计角度：拿到建筑图纸，先分析预选空间的在本

层和本建筑中的位置以及配套的梯井水电等情况，基于检验科

大致相同的工作流程，尽量利用空间，把区域模块化安排全面

组成一个流畅的工作大环境。从使用角度：避免浪费人力、物

力和财力，将门诊检验科与病房检验科合为一体。

１．１．３　科室构成　由五大模块组成，门诊模块、核心工作模

块、分子生物学模块、微生物模块、办公休息模块、缓冲模块。

１．２　设计

１．２．１　设计理念　遵守检验科设计三原则：区域划分清晰、流

程走向合理和符合生物安全规范。在遵守上述原则同时，适当

考虑人性化设计、环保设计，并应该具备一定前瞻性。

１．２．２　参考文件及资料　《临床实验室设计指南》
［３］，《生物安

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４］，《ＧＢＩ９４８９－２００８实验室生物安全

通用要求》［５］等。

１．２．３　区域划分　从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出发，检验科的空

间划分为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

１．２．４　流程走向　见图１、２。

图１　　工作人员流程

图２　　标本的流程

１．２．５　检验单元的模块化设计　（１）门诊模块（约１５０ｍ２）：

本科室把直接与患者接触的科室包括门诊检验室、急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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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患者候诊区、抽血室和标本处得室等作为一个模块，进行整

体设计和流程规划。将患者候诊区作为该模块核心，贯彻一切

以为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在模块中心位置设立宽敞的候诊区，

占地约６０平方，其他室围绕其分布。其左则为抽血室和咨询

室，右则为卫生间，门诊检验室和标本处理室正对着患者等候

区。这种布局大大方便门诊患者，在一个小区间即可以解决采

集标本，咨询疑惑和等候结果三大问题。（２）核心工作模块（约

２００ｍ２）：由自动化流水线作业区，线下区，手区操作区及后部

３个功能房间组成，并预留部分流水线拓展空间。（３）微生物

模块（约９０平方）：微生物实验室与消毒室均为重度污染区，亦

考虑到污物流程，本科将微生物实验室和污物洗涤室做为一个

整体来设计。微生物室内部严格按规范设计［６７］，并与洗涤室

相邻，采用传递室方式将细菌室标本和医疗污物直接传递到洗

涤室，不走外道，以减少污染。（４）分子生物学模块（约１００

ｍ２）：包括着血液实验室和ＰＣＲ实验室，ＰＣＲ实验室设计与管

理均有严格的文件和指引［８９］。本科以组合形式设计ＰＣＲ扩

增实验室，为了避免交叉污染，进入各个工作区域必须严格遵

循单一方向进行，即只能从试剂贮存和准备区标本制备区

扩增反应混合物配制和扩增区扩增产物分析区。各实验区

之间的试剂及样品传递通过传递窗进行。（５）清洁区和缓冲单

元设计（约１２５ｍ２）：值班房和茶水间均设置在清洁区，并有独

立卫生间和沐浴间。更衣室作为缓冲间，连接污染区和清洁

区。设独立卫生间为污染区工作人员使用。（６）检验科模块组

合：在各个单元设计的基础上，对整个检验科进行组合设计，充

分考虑各个组块的特殊要求与科室空间的需求，内部流程流畅

来合理化布置，遵循人性化和前瞻性原则，见图３、４（见《国际

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２　讨　　论

不同于传统设计方法面对整个复杂系统难以把握的弊病。

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其特点，以标准化的单元灵活安排不同的

功能空间；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进行选择与组合［１０１１］，

这一设计方法因其较强的适用性而被广泛采用。该方法不仅

可以用于医院建筑的总体布局，还可以将不同级别、不同类型

的医院检验科根据使用功能与要求划分为若干单元进行模块

化设计，使检验科建筑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检验医学

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而不影响其使用功能。在设计过程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２．１　尽早着手调研，合理确立模块　检验科常规设计按专业

进行分抽血室，临检室，生化室和免疫室，微生物，洗涤室等等。

并没考虑到相互之间的功能联系和流程衔接。本科在模块确

立调研时认为：（１）部分医院设独立门诊检验室，目的是方便门

诊患者，但其弊端是检验科需设两套人马，浪费人力物力，管理

上亦不方便。（２）临检室，抽血室，候诊大厅，标本处理室和患

者用卫生间均是直接面对患者，涉及到标本采集和标本分配，

流程关系密切，可考虑作为一个整体模块设计。（３）微生物室

与洗涤室均是重度污染区域，流程关系密切，可作为一个整体

模块设计。（４）生化、免疫、静脉血常规检测，凝血等项目标本

量大，自动化程度高，流程关系密切，可作为一个整体模块设

计。（５）ＰＣＲ室和血液室均属于轻度污染区，需要独立安静的

空间，可考虑作为一个整体模块设计。（６）会议室、办公室、值

班室和茶水间均为清洁区，可考虑作为整体设计，并配独立的

沐浴间和卫生间。（７）更衣室与工作区卫生间作为缓冲模块设

计。

２．２　需要考虑模块的特殊性和衔接性　对于检验科而言，各

模块既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又互有联系，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各

个模块的特殊性；各模块的衔接，一切皆以“人”为本，不仅为了

患者，同样也考虑内部工作人员的身心及职业健康，减少减轻

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对于一个业务量比较大的医院检验科来

讲，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意味着提升效益，更是为患者能在最

快时间内拿到检验结果。

２．３　系统的组成要符合检验科设计三原则　区域划分、流程

合理性和符合生物安全规范是系统内部各模块分布的指导思

想。

２．４　前詹性设计　检验科设计应有一定前詹性，有一定的扩

展性，以减少重复建设现象。

２．５　人性化设计　在设计方案中利于工作的同时，也充分考

虑工作人员切身利益，各项流程设计确保检验人员工作环境安

全舒适。

２．６　生物安全性　要周全考虑工作人员与标本、内部生物安

全环境的关系：各洁净或非清洁区域有实物门作为分隔，减少

区域之间的交互污染。检验科室内空气（除ＰＣＲ区域外）为全

新送风及整体区域全排风，相对建筑整体空气系统为独立换气

区域，避免生物病毒污染进入整栋大楼的空气系统，ＰＣＲ区域

为独立的净化空调控制，区域内阶梯正负压控制气流，为生物

安全环境提供保障。

２．７　检验科的配给模块　如 ＵＰＳ、纯水、冷库等小模块，位置

考虑（依据现场情况而定）与使用设备的最短距离，同时也要便

于维护，尽量避免或减少维护人员进入到检验区域影响正常

工作。

　　本文从使用者的角度介绍了模块化设计在检验科建设中

的一些经验与心得，存在很多不足，考虑不周的地方，该设计方

案供各位同行参考，希望能为设计检验科的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１］ 赵锡兰，韩学波，汤建中，等．对高校医学检验专业办学模式的探

讨［Ｊ］．检验医学教育，２００８，（１５２）：１２１３．

［２］ 罗广福，李金．医学实验室建设亟待重视的六个问题［Ｊ］．中国医

院建筑与装备，２０１０，１１（４）：７５７６．

［３］ 中华人民卫生部．ＧＢ／ＴＸＸＸ２００ＸＸ：临床实验室设计指南［Ｓ］．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ＧＢ５０３４６－２００４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

规范［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 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Ｂｌ９４８９２００８实验室生物安全

通用要求［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 国务院．国务院令第４２４号：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Ｓ］．北京：国务院，２００４．

［７］ 卫生部．ＷＳ２３３２００２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

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 卫生部．卫办医政发〔２０１０〕１９４号：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

验室管理办法［Ｓ］．北京：卫生部办公厅，２０１０．

［９］ 王璐茜，邹秉杰，周国华．ＰＣＲ防污染技术的研究进展［Ｊ］．现代生

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１，１１（１４）：２７９７２８００．

［１０］周亮．模块化综合医院建筑的系统化分级研究［Ｄ］．上海：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２００８：１１２２．

［１１］王雅丽．现代医院检验科模块化设计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

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０）

·７５０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８月第３４卷第１５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