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因其主动脉内膜撕裂#平滑肌细胞受损而导致
!YYW.

大量释放入血液)

:6

二聚体在血栓性疾病的诊断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5

(

#且在主动脉夹层中水平有明显升高'

F

(

)本文对

<<:

患者的血清
!YYW.

*

:6

二聚体水平进行监测#以期了解

其对
<<:

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组血清
!YYW.

*

:6

二聚体水平明

显高于
<Y3

组#

<Y3

组血清
SL'3

水平明显高于
<<:

组#血

清
!YYW.

与
:6

二聚体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5f*45,8

#

C

%

*4*5

%)表明联合检测
!YYW.

*

:6

二聚体可以作为
<<:

的

早期筛查指标#

SL'3

可以作为
<<:

与
<Y3

的鉴别指标)与

李世英等'

(

(

*刘付明军等'

,

(结果基本一致)血清
!YYW.

*

:6

二聚体水平对
<<:

患者的
:=1<.09

分型具有指导意义#

:=1<.09

"

型$含
(

型%患者血清
!YYW.

*

:6

二聚体水平

显著 高 于
:=1<.09

)

型 患 者#

!YYW.

*

:6

二 聚 体 与

:=1<.09

分型呈显著负相关$

5fe*485K

*

e*4+58

#

C

%

*4*5

%#与胡北等'

I

(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血清
!YYW.

*

:6

二聚

体水平与主动脉夹层血管内膜的撕裂程度及范围有极大相关)

综上所述#

<<:

患者血清
!YYW.

*

:6

二聚体水平升高#

对其行上述各指标联合检测#有助于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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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建立健全监控机制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荆
!

梅!仇建周

"淄博市中心血站!山东淄博
K55*++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健全监控机制!抓好实施和落实!确保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确保血液质量$方法
!

日常质量考核!日常质

量监控!建立三级质量控制网络!严格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加强各类审核中不合格项的管理$结果
!

通过日常质量考核'日常质

量监控'三级质量控制网络'内部审核'管理评审'不合格项的管理等多种方式对质量体系运行状况进行监控!查找工作中存在的

漏洞和不足!及时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确保了质量体系运行的符合性和有效性$结论
!

建立健全监控机制!有利于质量管理体

系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能使全体员工的质量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操作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采供血质量得到提高!血液安全得

到保障$

关键词"血站&

!

监控机制&

!

不合格项管理&

!

持续改进

!"#

!

)*4+IFI

"

J

4&@@'4)F(+68)+*4K*)F4*I4*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68)+*

"

K*)F

#

*I6)K()6*K

!!

K**F

年#本站依据原卫生部颁布的,血站管理办法-

'

)

(

*

,血站质量管理规范-

'

K

(

*,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

+

(

#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工作实际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保证质量管

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相继出台了,日常质量考核方

案-*,采供血活动过程监控方案-*,建立三级质量控制网络-*

,内部质量体系审核控制程序-*,管理评审控制程序-*,不合格

项的管理-等文件)一项好的监控机制的出台只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关键是要抓好实施和落实#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善和

创新#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现将日常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体

会#与同行们分享#仅供参考)

C

!

资料与方法

C4C

!

抓好日常质量考核
!

为公平公正*全面考核各科室$采血

点%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及时了解血站的内部质量状况#适时查

找分析原因#及时整改#将质量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本站制定

了,日常质量考核方案-#成立了以质量主管挂帅的日常质量考

核小组#从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详细规定了各科室考核细

则#每双月由质量管理科提前策划考核方案#列出本月考核重

点#考核组依据各科室考核细则和策划方案#到各科室工作现

场*固定采血点*采血车#对工作人员的操作*服务质量*各种中

间产品和终末产品*各类质量记录以及其他与质量有关的要素

+

)(K)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K*)F

年
5

月第
+(

卷第
I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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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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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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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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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巡视检查和现场督导#考核结束后质量管理科编写,日常

质量考评报告-#对本月考核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并通报#同时对

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反馈#限期整改#责任科室制定切实可行

的纠正和预防措施按规定的期限整改#质量管理科跟踪验证#

及时关闭不合格项)

C4D

!

抓好日常质量监控
!

制定,采供血活动过程监控方案-#

对采供血活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质量管理科工作

人员每单月会同血液质量控制科工作人员和部分考核组成员

到各业务科室及后勤保障科室监督检查#对工作人员
!a-

的

执行情况*物料采购*库存管理*设备管理*医疗废物管理*个人

防护*生物安全*清洁消毒*服务质量*质量记录等进行巡视检

查)监控人员检查完毕后#认真填写,采供血活动过程监控记

录-#对本月监控情况进行汇总并向考核组汇报)对采供血过

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及时提出并得到被检查科室人员确认#

督促相关科室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避免类似

问题的再次发生)责任科室对发现的不合格项整改完毕后#监

控人员对其进行跟踪验证#本月不合格项作为下月跟踪监控的

重点)

C4E

!

建立三级质量控制网络
!

建立三级质量控制网络体系#

质量管理网办公室设在质量管理科)一级质量管理网由站领

导和考核组成员组成#二级质量管理网由各科室主任组成#三

级质量管理网由各科室
)

$

K

名业务骨干组成#明确了三级质

量管理网各自的职责和任务#规定了质量管理信息的收集和传

递的途径#质量管理科定期汇总三级质量管理网监督检查情

况#定期召开质量会通报#对涉及的质量问题#各级审核员共同

商讨和解决#进一步明确质量工作的方向和改进目标)每年对

三级质量管理网运行状况进行总结评估#列出下年度工作重

点)对年度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审核员表彰奖励)切实将血液

质量和血液安全的责任落实到每一名员工)

C4F

!

内部审核
!

根据,内部质量体系审核控制程序-每年初组

织策划本年度审核方案#质量管理科按策划结果制定,年度内

部质量审核实施计划-#阐述审核的目的*审核依据*审核范围

和方法*内审组成员及分工)审核实施前内审员提前编制.内

部审核检查表/#首次会议后#内审员按,内部审核日程表-的

安排及编制好的检查表进行审核)内审员通过提问*查阅文

件*记录和现场观察等方式进行审查#寻找质量管理体系有效

运行的证据#并如实记录审核的结果#保证审核记录具有可追

溯性)内审员对发现的不符合项#开具不合格报告单#并经受

审核科室主任确认签字)在末次会议上#质量主管汇总本次内

部质量审核情况#并对内审的后续活动提出要求)内审结束后

质量管理科整理编制内部质量审核报告#经审核组长批准后发

放到各科室和各审核员)发生不合格项的责任科室应及时采

取纠正"预防措施#以消除不合格项#防止不合格再次发生)质

量管理科负责对纠正"预防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验证)

C4G

!

管理评审
!

内部质量审核结束后#依据,管理评审控制程

序-#适时组织管理评审)质量管理科编制管理评审计划#对各

科室在管理评审会议上输入的资料进行策划安排#包括文件编

制的要求*数据采集时间*报告内容等)对各科室输入资料进

行初审#然后提交质量主管和最高管理者审核)提前沟通策划

会议议程)管理评审会议上#质量主管*分管副站长及各科室

主任分别汇报输入资料#参会人员就汇报内容进行讨论和评

审#站长就质量体系运行中的重大质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作出总体评价并

提出今后质量管理工作改进指令#至少包括!质量管理体系及

其过程有效性的改进*无偿献血服务的改进*员工培训的改进*

人力资源的改进*设备设施的改进*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改进*与

顾客有关的服务和产品的改进)管理评审会议之后#质量管理

科根据站长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评价及需要改进的信息$会议决

策%起草管理评审报告#明确责任科室#开具.整改措施报告/#

规定完成期限#整改完成后质量管理科适时组织相关人员跟踪

验证)确保管理评审会议决策的落实和效果)

C4H

!

不合格项的管理
!

对于日常质量考核*日常质量监控*三

级质量控制网络*内部审核*管理评审中发现的不合格项#质量

管理科建立从业人员不合格项管理档案#定期对不合格项进行

汇总分析和通报)按照不合格项的分类及时组织站领导与相

关科室主任及当事人诫勉谈话)一般不合格项#由质量管理科

与相关科室主任及当事人约谈)重复出现的一般不合格项由

质量主管*质量管理科与相关科室主任及当事人约谈)严重不

合格项由站长*质量主管*质量管理科与相关科室主任及当事

人约谈)同时不合格项与科室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年终一次

性奖励和精神文明奖等的发放挂钩#并作为其培训进修*评优

树先*职称评聘*年度考核以及干部任免调整的重要依据)

D

!

结
!!

果

本站通过日常质量考核*日常质量监控*三级质量控制网

络*内部审核*管理评审*不合格项的管理等多种方式对质量体

系及其运行状况进行监控#监控覆盖了原辅材料的进货*献血

员招募*血液采集*血液检测*血液成分制备*血液储存和发放*

血液运输等采供血全过程)及时查找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不

足#及时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了

质量体系运行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E

!

讨
!!

论

建立健全监控机制#对各类审核中发现的不合格项加强管

理#及时解决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避免不良

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和持续

改进#能使全体员工的质量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操作行为得

到进一步规范#采供血质量得到提高#血液安全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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