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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与实验室管理·

检验科战略管理研究

王伟涛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检验科，北京１０２３００）

　　摘　要：过去较多地对检验科科学管理进行探讨，而很少关注战略管理，科室战略管理可以使科室有意识地选择适合科室发

展的政策、能力、环境，以便能够集中全科努力，明确科室定位，制订科室发展目标，提升科室核心竞争力，促进医院发展。通过使

用ＳＷＯＴ分析工具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和面临的威胁，进而实施战略管理，为医院长远发展做努力。

关键词：检验科；　战略管理；　科室建设；　ＳＷＯ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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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检验逐步向检验医学方向迅速发展，检验医学作

为临床诊疗的基础学科与各临床学科的交叉程度最为广泛，与

临床医学结合的程度最为紧密，尤其在疾病的早期诊断，病因

的判断等诸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医药卫生改

革、医疗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患者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发

展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加强检验科战略管理更好地为临床诊

疗服务，是所有检验人努力的方向。鉴于此，本文对检验科的

战略管理进行探讨。

１　实施战略管理的客观需要

　　过去注重的是对科室的科学管理而很少关注科室的战略

管理，科学管理是对管理方法合理性的探讨，是对管理流程的

优化做研究并付诸实施。而科室的战略管理更加注重对目标

的研究，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力求目标实现，而且其制订的

目标是能够与时俱进的，不断提升的。

公立医院改革，科室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是实施战略管

理的一个客观需求。另一个需求是源于检验科服务功能的转

变，从过去对临床提供诊断依据，对患者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

和实验室的内部质量管理，转向为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提供

体检服务和利用检验科的优势资源向外拓展业务。从单纯为

临床提供医学检验转向为医院提供科研资源，提高仪器利用

率，构建综合型实验室方向转变［１］。

２　战略管理规划

　　战略管理规划就是根据指导思想，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

明确工作目的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从科室成本管理、人员

岗位管理、员工继续教育、与服务对象双向交流、拓展检验业务

和服务范围及开展科室文化建设等多方面进行规划，并根据既

定目标付诸实施。学科定位的基础是清晰了解自身和周围环

境，常用“ＳＷＯＴ”分析，即ＳＷＯＴ是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优势）、ｗｅａｋｎｅｓ

ｓｅｓ（劣势）、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机会）、ｔｈｒｅａｔｓ（威胁），也就是充分了

解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和面临的威胁，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科

发展定位［２］。

未来目标：检验科收入未来几年逐步增长，力争５年翻翻，

同时降低能耗，提高利润率。加速二级学科建设，完善学科发

展。逐步增加检验项目至３５０余项，满足临床及患者需求，并

建立完善的危急值报告制度及流程。提供无节假日、２４ｈ不

间断非常规项目检测，力争做到临检项目≤３０ｍｉｎ；生化项

目≤２ｈ；免疫项目≤１个工作日；微生物项目≤４个工作日。

优势：人员优势，科室大多数年龄集中在３５～４２岁，年富力强，

前期基础能力积累丰厚；有每周学习制度，便于进一步掌握最

新知识，交流工作经验；有５Ｓ管理理念，ＪＣＩ学习理念，精细化

管理理念，特长建设等知识学习。劣势：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有待提高；经验管理模式，束缚思维，缺少创新；平均主义分配

方式，打击了工作积极性。机会：医院即将实施绩效改革，采用

绩效管理模式；医院多基础学科的创建与发展；与北京市三级

医院检验科的对接。威胁：部分临床科室自己建立实验室；区

域检验中心的成立。

３　战略管理实施

３．１　人员岗位合理化管理，建立胜任数字模型，提高员工工作

效率　检验科战略化管理关键因素是对人的管理。人的行为

特点具有适应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可控性。人的行为实质是

人的生理、心理因素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和表现。人既

是管理的主体，又是客体，因而是管理工作的核心。所以关心

每一位员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和谐的工作氛围，充分调

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为提高管理绩效的根本

途径。管理学家法约尔说：“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

控制”。作为检验科负责人应全面了解各技术人员的知识层

面、专业操作水平、敬业精神、性格取向、协作能力、职业操守

等，在岗位组合上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做到心理上相融，性格

上相抑，能力上相补，实现人与人匹配，人与岗位匹配，岗位与

岗位匹配，岗位供给与人的需求匹配，最终营造良好的工作和

环境，使工作效率最大化。

胜任特征模型的前提就是找到区分优秀与普通的指标，以

它为基础确立绩效考核指标，并且经过科学论证形成系统化的

考核体系，反映员工的综合工作表现，体现绩效考核的精髓。

·９１５３·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３７卷第２４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４



让工作表现好的员工得到回报，对于工作绩效不够理想的员

工，根据考核标准及胜任特征模型通过培训或其他方式帮助员

工改善工作绩效，达到科室对员工的期望［３］。胜任模型能够为

管理者提供管理并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依据；能够找到激励管

理层员工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提升科室竞争实力。

３．２　运用质量管理工具，量化质量管理指标，充分利用与北京

市三级医院检验科的对接机会，全面提升可是管理水平　质量

管理工具是ＰＤＣＡ循环管理。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来源于对

本科室现状调查和分析，目的是为了合理地选择质量体系的要

素。有效地将质量指标进行量化处理，达到可操作目的。质量

指标是指可测量医学实验室满足临床需求的程度和所有运行

过程的质量，确定可靠的质量指标是实验室服务质量的关键步

骤。我国《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ＩＳＯ１５１８９，２０１２，

ＩＤＴ）与美国病理学家协会（ＣＡＰ）的实验室认可计划要求都是

一些大的概念，指导性原则，通过质量管理将其内容量化处理，

落实到具体的标准操作规程里面，提出可以量化处理的指标来

衡量实际工作是否达到要求。

本院“携手同行·检验基层培训计划”项目已经启动，会充

分利用一对一的帮扶，全面提高本院检验科的管理，教学，科研

水平。通过以点带面、互帮互学、取长补短、携手同行，共推检

验学科发展，全面提高检验水平、规范管理，提升检验质量，为

临床提供优质服务，促进科室发展。

３．３　试剂管理采用精细化管理，努力降低成本，节约能耗，提

高利润率

３．３．１　试剂盒的采购　检验的试剂采购是一个技术活，它需

要考虑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量，试剂的有效期，试剂的校准周期，

试剂的校准用量等方面内容。同样是使用同一产品，不同的人

来订购试剂，一段时间后发现，所带来的收益有很大差别。有

时候试剂不够用了，有时候试剂订的多了，过了有效期浪费了，

有时候校准品又没了，还需要加订校准品。

３．３．２　试剂盒的储存和使用　试剂盒的储存一定要有足够的

空间，便于整理，试剂盒的摆放，一定要整齐，方便清点查看。

新旧试剂交叉时，一定要注意，将旧试剂放到外边，新试剂放在

里面。话很简单，实际工作不尽如人意，缺少必要地监督落实

机制。有时候为了使用方便，顺手就拿了一盒，没看日期，批

号，导致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进而浪费试剂。

３．３．３　做好仪器的维护保养，选择最佳试剂参数设置　说到

试剂用量，不得不提仪器设置。仪器参数的设置，大多数医院

多是仪器厂家工程师设置，调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后，教给科

室操作人员如何日常操作，便结束了。而有些项目是需要检验

工作者熟悉了解的，试剂用量就是其中一项。做好仪器的保养

维护，对于节约试剂，节约成本，减少开支，作用重大。仪器的

故障率低，复检就少，成本就能下来，反之缺少保养维护，就必

然增加成本。科室内仪器曾多次出现吸样过程中故障，一旦出

现故障，所有已吸样标本全部停止检测，需要故障清除后，重新

吸样检测，造成巨大浪费。故勤做保养维护，给仪器一个舒适

的环境工作，使仪器处在最佳状态，增加仪器使用寿命。

３．４　大力推行数字化管理，逐步代替经验管理　数字化管理

是摆脱经验管理的最好方法。可以让管理者知道哪个岗位干

了多少活儿，哪些岗位人员紧张，哪些岗位本不需要太多人力；

也可以知道哪些项目盈利，哪些项目亏损等内容。精确的数字

有助于科学地定位与决策。发展什么？放弃什么？支持什么？

重点在哪里？都会从数字中得到有益的提示。

３．５　落实平衡计分卡的绩效管理体系，提高员工积极性与主

动性，开发员工自身的潜能，提高满意度　方法使用平衡计分

卡，平衡计分卡的绩效管理体系是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

习与发展４个角度
［４］，将战略目标分解，与个人目标相结合而

形成的一种“战略制导”绩效管理系统。从科室部门角度来讲，

将组织战略目标与员工职业发展定位相统一，将员工执行行为

与组织的长期战略目标、科室文化相结合，达到了发展组织、成

就员工的目的。从平衡计分卡的４个一级指标设计关键绩效

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的基础上分解出可衡量的三

级指标，如在各级指标下分别采用正激励和负激励的方式，以

其分值占总分的比重体现指标的权重［５］。

实行绩效考核管理可以更好地管理好科室，能够更好地稳

定科室员工，激活员工高效的工作，有效的绩效考核能帮助科

室达成目标。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改进问题的过程。

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令员工更加投入工作，促使

员工开发自身潜能，并提高工作满意度，通过不断的沟通和交

流，使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并给员工提供表达

愿望的机会，进而增强科室凝聚力［６］，促进科室与员工的共同

成长。通过绩效考核发现问题、改进问题，找到差距进行提升，

最后达到双赢。保持科室的持续发展和个人的进步，通过绩效

考核，把员工聘用、职务升降、培训发展、劳动薪酬相结合，使得

科室激励机制得到充分运用，有利于科室的健康发展，有利于

员工自身发展，能够找到自我激励，不断促进自我发展的模式。

３．６　加强团队建设，培养团队精神，促进科室发展　团队精神

尊重个人的兴趣、爱好、业绩和成就，注意发挥个人特长，调动

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又可以强调集体作用，关心集体，热爱集

体，以科室为家，为科室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倡导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对于老同志，要尊重其实战经

验；对于年轻人，要用于激发起创新能力；做到齐心协力，共同

创造辉煌的工作局面。通过参加医院、集团、专业协会不同层

面的各项活动，提高团队意识［７］。

３．７　逐渐形成科室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管理高级目标

　科室文化建设是由科室创新机制和外在形象的树立体现出

来的。科室的文化建设、品牌建设又正是医院科学化管理的具

体体现，并且在医院的发展建设中起到十分重要的推进作

用［８］。科室文化使科室出现活力和凝聚力，科室文化并不是某

一种形式，形式只是它的一个表现方式，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思

索而形成的思想理念和行为规则。科室文化需要不断创新，只

有创新才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只有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创新，

才能出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的局面，才能在变化和

发展中取得竞争优势［９］。科室文化促进了科室建设，科室建设

又发展了科室文化，从而创造了和谐的科室环境，为医院、为社

会做出了贡献。

科室的战略管理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１０］，科主任是科室

战略管理的领导者。知识领先、创新理念、持续改善、追求卓

越、数字管理、全员参与是科室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战略管

理最重要的是能够建立长远目标，能够树立良好品牌意识，而

不是看重近期目标，追求眼前利益。科室的战略管理可以使科

室有意识地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政策、能力、环境，以便集中全

科努力，以达成最终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可以让科室管理者

和全体员工更加理解科室的发展愿景、使命、目标，为科室的未

来发展和现在之间架起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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