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接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强化每个工作人员专业知识*能力

和质量意识#才能确保血液检测质量不断提高)

X

!

试验过程控制

试验过程控制是血液检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将直接影响

结果的正确性*准确性)应严密观察试验运行情况#尤其是加

样*洗板等环节#保证检测过程完整的可追溯性)做好试验过

程中异常情况的处理尤为重要#特别是自动化仪器设备发生故

障需要人工干预时#应对干预人员*时间*内容进行记录)无论

是自动化仪器检测#还是手工检测#都必须保证检测结果室内

质控的在控#室内质控失控时要分析#必要时进行重复试验)

室内质控是实验室检测质量的技术依据#对于获得可靠的血液

检测结果非常重要)

Y

!

报告签发控制

检验报告应由授权签字人签发#签发前应对原始记录进行

审核#对报告关键点进行审核和记录)授权签字人应在报告发

放前核查每批试验所使用的试剂*设备*试验过程*有无人工干

预或其他非正常工作步骤出现的关键控制点#正确无误后方可

对试验有效性进行判断'

8

(

#最终发布本批次检验报告)检验报

告审核的内容是对本批次试验过程中各环节进行回顾和检查#

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应制定异常报告收回*签

发制度#并针对异常报告实施纠正措施)

BZ

!

质量记录控制

质量记录应包括从标本交接到检验报告发送的全过程)

记录应符合规定要求#涵盖所有信息#内容完整*明晰#无涂改#

签字要完整#并按国家相关规定的时间分类存档)质量记录主

要包括!标本交接记录*异常标本处理记录*仪器设备使用和维

护记录*试剂及质控品使用记录*环境温度及湿度记录*血液检

测过程记录*血液检测结果原始记录*血液检验报告等)各种

记录要真实*准确*完整#且具有可追溯性)一份血液标本从接

收到出具报告#检测当天设备状态*试剂使用情况*环境状态*

人员操作*试验运行过程*报告签发都要做到记录的可追溯性#

从而保证血液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随着医疗事故责任倒置的

实行#质量记录#尤其是各关键点的控制记录#会成为出现纠纷

争议时最有利的依据#也是对采供血行业自身的保护'

"

(

)

BB

!

质量体系控制

针对实验室应建立一个包括生产和服务所有过程#并持续

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

%

(

#提升整体质量)重视其可操作性#无

论是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

UP]

%

7###

标准*产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L*

%标准#还是其他质量管理体系#应结合血站自身背

景条件*资源状况和业务特性#综合分析和评估#而不能生搬硬

套'

7

(

)在编写质量管理体系时要注意分析与确立血液检测过

程中每个环节的关键控制点#并明确如何对关键控制点进行有

效控制管理#使每一项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这样才能抓住

工作重点#竭力控制导致试验结果发生偏差因素的出现#使血

液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BC

!

小结

影响血液质量的因素很多#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影

响到血液质量#血液检测关键点的控制是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

的核心'

!#

(

)正确识别关键点#针对关键点制定控制措施#这对

于血液的管理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每个关键控制点的操作过

程记录就是对该点控制情况检查的依据'

!!

(

#抓住了关键点控

制就相当于抓住了血液管理的灵魂#质量管理体系就能落到实

处#血液质量就有保障)针对血液检测关键点不断提升科学管

理要求#从而提升血液检测管理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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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信息系统在检验分析前质量控制持续改进中的实践

甄宏斌!王春霞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甘肃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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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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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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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检验科管

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现代管

理科学和实验室自动化仪器分析技术融于一体#全面整合实验

室的数据信息和管理资料#将实验室所有数据信息最大限度地

收集*处理*传输*提取*集成*存储和共享#实现实验室内部资

源有效的利用#以及业务流程优化*智能化*标准化处理或动态

实时在线监控'

!

(

)本院检验科所采用的杭州创业软件公司的

实验室信息系统在不断的使用及功能改造完善中#加入,三级

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与,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中有

关分析前质量控制持续改进的相关条目内容#经过$下转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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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实践#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

!

分析前流程的管理

!$!

!

医嘱申请
!

本院检验科使用的实验室信息系统开单模块

整合与电子病历!

%&'

"中#开单界面采用树形结构#按照检验

科的组室分配列出所有的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组合#并同时按

照检验项目类别予以排序#医生开单使用较为方便#医生在工

作站选择需要的项目提交即可完成检验申请#同时在
%&'

中

生成医嘱#患者信息直接从医院信息系统调用#避免了患者信

息传递的错误$

!$"

!

患者准备
!

在打印条码界面上#护理人员可以查看标本

采集注意事项#采集方法#患者准备的注意事项等$

!$#

!

患者信息识别%唯一性标识%标本容器选择及采集
!

医生

开单完成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护理模块中会有医嘱变化的提

示#护理工作者复核医嘱后自动生成条形码&

"

'

$该条形码生成

时可以自动按照标本类型%检验组室进行合并或者拆分$条形

码包含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科室%床号%检验组室%检

验项目%标本采集容器%标本类型%条码打印日期等信息#以及

唯一性条形码&

(

'

$

!$$

!

标本采集%送检%核收%拒收及登记
!

按照标本采集标准

流程#在患者准备完成后#核对患者信息和条码信息%采集容

器#采集足量的标本$采集后在工作站或移动护理信息采集端

确认标本采集时间#并同时打印标本运送交接一览表#标本及

时送到检验科$检验人员核对标本数量#检查条码信息是否清

晰可认及完整%有无溢洒等#并在标本运送一览表中签名确认#

如有信息不全%溢洒及未按要求留取的标本应在不合格标本登

记表中登记#并电话告知病区#详细记录患者信息%不合格原

因%报告者%接收者$检查后在实验室信息系统中接收标本并

同时记录接收时间$

"

!

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

"$!

!

患者安全管理持续改进
!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

")**

年版在患者安全中要求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确定*危急值+项目#

建立*危急值+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危急值+报告制度与流程$

在软件公司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在实验室信息系统中加入危急

值提醒功能#在出现危急值时结果会以黄色底色警示#在检验

科工作人员复核无误后会在医院信息系统护理站有危急值消

息弹窗提示$为了危急值报告的及时性#检验科工作人员以电

话报告形式报告给病区护理单元#并详细记录患者信息%危急

值项目%报告人%接收人%报告时间等$

"$"

!

医疗质量管理持续改进
!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

")**

年版")的医疗质量管理持续改进中要求严格遵守国家或地方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制定明确的检验报告时限

!

+,+

"$定期评估检验结果的报告时间$由于条码信息的使

用使检验报告时限监控极为方便#可以详细计算各个检验流程

节点间的时间#实时监控#及时有效地发现报告延时的原因#采

取相应的措施#尽量缩短检验报告时限&

!

'

$

#

!

小
!!

结

临床检验质量关系到每个患者的切身利益#全程质量监控

是其核心&

-

'

#尤其是检验前质量在日常工作中不易控制#通过

实验室信息系统可以大大改善这一缺点$采用检验试验管理

系统对各个节点进行监控#为实验室检验前管理提供了安全%

有效的保障$分析前流程的优化及监控规范了各个节点的工

作流程#完善和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保证了检验结果快速%准

确%及时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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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教学质量评价
!

在感染管理科实习结束时#有
"

种

教学质量评价方式,带教老师对实习生进行出科鉴定考核#主

要是对本学科应掌握的知识点进行考查-科主任召集实习生和

带教老师座谈#收集带教老师带教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征求实

习学生对带教工作和带教老师的意见%建议$实习生们普遍认

为
'+23455

教学方式能更好地将临床微生物检验与医院感染

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这个渠道还获取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大量知

识#增强了与临床医生的沟通与合作#很好地发挥临床微生物

检验为临床感染性疾病提供准确的诊断和治疗依据的作用#带

教老师们也总结经验#以便于在下一年度的带教工作中不断

改进$

综上所述#

'+23455

运用到临床微生物教学中起到了显

著的效果#做到真正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扩展学生

的知识面#而且还充分发挥了微生物检验在感染控制中的作

用#做到一人多能%一专多能#全面促进医院感染控制工作#有

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1

'

$所以#笔者建议将感染管理科的实

习任务纳入到检验微生物专业的实习大纲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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