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机进行管理，形成档案数据库。通过网络可实现资源共享。

本科室以前大部分资料为传统纸质档案模式，值班日志手工登

记、体检项目手工标示等。纸质档案模式保存具有数据惟一

性、难以修改性、数据更真实可靠等优点。工作组检查也比较

简单明了。这一点数字化模式无法替代，但是纸质保存对环境

要求较高，稍有不慎，纸质档案容易受潮、发霉、甚至损毁等。

本文通过使用Ｑｕｅｒｙ可以从本科室数据库中检索相应的

数据，利用ＬＩＳ信息平台发布科务信息，自动通过数据源的链

接来更新Ｅｘｃｅｌ中数据报表。本科室结合自身条件改善了以

往的值班模式［２］、体检信息电子文档模式［３］、危急值报告检索

系统等大量电子化资料。还通过Ｅｘｃｅｌ特有的优点来拓展实

际工作中的数据统计工作［４９］。应用 Ｑｕｅｒｙ将ＬＩＳ数据引入

Ｅｘｃｅｌ中，利用ＬＩＳ平台的信息发布功能来完成原始数据信息

的录入和保存，而不必在Ｅｘｃｅｌ中键入所需文本，并在 Ｗｏｒｄ中

形成制式电子文档。设备故障维修记录只需在ＬＩＳ平台设备

维护日志中发布信息，打开Ｅｘｃｅｌ工作簿即可进行数据的实时

刷新，并自动生成制式表格打印存档。极大地方便了设备操作

者对该仪器设备的管理。有效地解决了仪器设备故障查询、调

用，使仪器设备再次故障或其他操作人员操作时有据可查，迅

速解决仪器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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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院网络化建设的普及应用，输血科采用计算机信息

系统进行管理是必然趋势。输血科信息管理系统（ＢＴＩＭＳ）是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管理科学在输血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是计算机技术对输血信息管理长期影响、渗透以及相互结合的

产物［１２］。ＢＴＩＭＳ是一个科学高效、流程合理、方便实用的管

理系统，能够将职能主管部门、临床医师、护士工作站、输血科、

中心血站等部门有机地联为一体。ＢＴＩＭＳ系统的开发、建立

和应用，对于促进医院科学合理用血、提高输血科的工作效率

和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３４］。本院输血科自１９９６年

起，将输血管理引入计算机信息化管理以来，先后多次修改和

完善其功能，以前只是检验科和输血科数据的局域应用，本次

重新编写源程序，将输血科信息化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

联结，增大了功能，扩大了应用范围，提高了服务能力。本文拟

从医院用血管理模块、临床用血联接模块、实验室管理模块、血

液管理模块、数据统计与信息查询模块、维护与管理模块等６

大模块介绍ＢＴＩＭＳ的建设和应用。

１　医院用血管理模块

首先，我们将ＢＴＩＭＳ与 ＨＩＳ系统进行无缝对接。医院分

管领导、职能部门可以随时查询全院临床用血情况，包括医院

用血总量、成分血液使用情况、各科室用血情况、各位临床医师

用血情况、临床用血不良事件统计，大量用血的审核批示等。

其次，科主任能够查询实验室管理相关的实验数据、质量管理、

试剂管理、科室工作量、血液各种血型不同品种的库存量等相

关情况及统计报表。

２　临床用血联接模块

２．１　患者基本信息及相关数据的提取　ＢＴＩＭＳ以住院号或

门急诊号为患者身份的惟一识别号。基于ＢＴＩＭＳ、实验室信

息系统（ＬＩＳ）、ＨＩＳ三大系统的无缝对接，通过输入住院号或门

急诊号可以在ＢＴＩＭＳ上快速获取患者相关信息和全部检查

结果，并以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为读取数据。

２．２　临床输血申请

２．２．１　临床输血分级申请审核程序　临床医师点击输血申

请，输入住院号或门急诊号，自动读取患者信息及检验结果，医

师填写输血目的，血液品种和预计用血量，生成输血申请单。

如果备血量小于８００ｍＬ，经申请医师和审核医师电子签名或

者手工签名后即可打印送往输血科；如果备血量在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Ｌ之间，输血申请单还须经过科主任核准签发；如果同一患

者一天申请备血量大于１６００ｍＬ时，在科主任审核之后，还须

向主管职能部门（比如医务科）报送批准才能送往输血科。

２．２．２　紧急用血申请程序　紧急用血时，申请医师点击紧急

用血申请，录入患者基本信息后、填写输血目的，血液品种和预

计用血量，也读取患者相关信息（可以没有），然后生成并打印

输血申请单，送输血科紧急备血。

２．３　护士工作站　护士执行医嘱，打印该患者样本的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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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贴于试管，核对条形码信息与输血申请单信息是否一致，

然后到患者床边采集血样，在输血申请单上签采血者姓名及采

血时间，然后将该血样连同输血申请单送往输血科。

２．４　查询　医生可通过系统直接查询输血申请单的执行情

况、备血情况、血样检测结果和交叉配血结果。

２．５　信息反馈　输血过程中当发生不良事件时，及时报告输血

科，由医师填写“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输入血袋编码、不良反

应类型、发生时间、采取的措施等，打印后送回输血科统计处理。

３　实验室管理模块

主要用于输血科实验室管理，包括标本的查验，相关的实

验室原始数据的输入，输血前传染病感染指标的检测结果，患

者血型检测结果，包括ＡＢＯ血型和Ｒｈ血型。所有检测结果，

一旦审核，即刻计费。

３．１　检测数据的查询　包括历史查询和当前数据查询，检测

报告打印，格式设计，报告内容，检测者与审核者的电子签名。

３．２　试剂及耗材的管理　试剂及耗材的管理涉及各种试剂及

耗材的出入库、批号、有效期、价格、月平均用量、最高和最低库

存量、成本核算等。

３．３　质量管理　包括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两部分。

３．３．１　室内质控　包括各个检测项目（输血前传染病感染指

标、血型、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室内质控表格的设计，当

日检测数据的录入，室内质控的频率、规则。室内质控报表的

打印，失控与校正记录，讨论与评价记录。

３．３．２　室间质评　参加卫生部和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的各个

项目的室间质评的表格设计、原始数据、操作者都要录入。对

每次室间质评结果的评价与讨论。

４　血液管理模块

血液管理模块包括：血液的申购、血液入库、血液出库、取

消发血、血液报废、退血处理、血液附加产品的出入库管理、交

叉配血管理、患者用血情况查询、血液报警提示、输血不良反应

管理。其中，交叉配血管理包括：标本处理、样本状态指示、常

规合血结果录入、特殊配血结果录入、配血报告的打印。

５　数据统计与信息查询模块

５．１　血液管理数据的统计查询　包括患者用血情况与费用查

询，血液信息追踪查询，血液入库查询，血液出库查询，血液库

存查询（包括总量、血型、品种、规格、数量），库存血液有效期查

询，血液报废查询，退血查询，医院用血情况查询，科室用血情

况查询，临床医师用血情况查询，输血不良反应查询。

５．２　报表打印　包括血液入库登记表（一般按天计，也可按任

意时段查询）、血液出库登记表、血液出入库月报表、年报表、交

叉配血登记表（按天计）、科室工作量统计表。

５．３　血液出库登记日报表，上传中心血站，便于查询血液出口

情况。

６　系统维护与管理模块

系统维护与管理模块包括工作人员信息录入与授权，用户

口令修改，血液类别字典的录入与维护管理，检测项目单价计

费与组合计费的设置与管理，常规配血规则、特殊合血规则的

设置与管理，室内质控规则的设置等。

７　小　　结

随着国家对血液管理的重视和数字化医院建设的普及，计

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和条形码管理技术在输血科管理中发展迅

速，贯穿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全过程［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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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５年计划及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纲要》。血液是一种特

殊的制剂，输血科工作风险高，情况复杂，工作中的微小失误可

能造成严重的输血事故，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８９］。医院输血

科信息化系统的开发、建立和应用，使临床输血管理更加安全

便捷，高效准确，工作流程更加合理，提高了输血管理关键环节

及过程控制的准确性、时效性，增大了部门间的信息交换量和

协作功能，为临床安全用血、合理用血、科学用血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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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６０００２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一个自动化程

度高、灵敏度好、操作简便，具有良好精密度、准确性，检测范围

宽，携带污染率低的检测系统。它应用于临床生化指标的检测

使检验科的工作实现了方便、快捷，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需要

从多方面去综合分析，其中反应曲线的观察分析是尤为重要的

一环。日常工作中，检验人员会遇到许多有特点的异常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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