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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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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急性期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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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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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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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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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霞#宗文仓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

水平浓度的变

化'

R

(

(

心脑血管病防治#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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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兵#刘振宗
(

血清胱抑素
,

检测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R

(

(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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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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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变化

及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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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血清胱抑素
,

水平与急性心肌梗死相

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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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品管圈降低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的应用

李兰霞!张月玲#

!郭改玲!贾新勇!马
!

涛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河南漯河
$*')))

$

!!

摘
!

要"目的
!

成立品管圈小组!选定-降低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为活动主题!对活动前后
')&$

年
%

"

&&

月'

')&#

年
'

"

$

月该院急诊血常规实验室周转时间进行数据分析!制定相应对策组织实施!进行持续质量改进%方法
!

结果
!

通过

实施品管圈活动!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

7"7

$不合格率由活动前
#M

降至活动后
&($M

!效果显著%结论
!

品管圈活

动可有效降低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通过对急诊检验工作的科学化管理!提高急诊检验及时准确性!实现无误检'无投

诉'无抱怨!满足临床需求%品管手法的应用!提高了员工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新性%

关键词"品管圈#

!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

急诊#

!

血常规

!"#

!

&)(1%*%

"

2

(3445(&*61!$&1)(')&*()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1!$&1)

"

')&*

$

)6!)%.'!)1

!!

品管圈$

\

D=@3;

H

E85;?8@E3?E@:

#

h,,

%是由同一工作场所的

人$一般
#

"

&)

人%)为解决工作问题#突破工作绩效)自发组成

的一个小团体#通过分工合作#解决工作场所的问题#以达到业

绩改善之目的 '

&

(

&随着自动化分析技术的提高和普及#

*)M

"

6)M

的临床患者的医疗决策都基于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特别是

急诊检验结果*它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挽救生命和减少致残

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了实验室整个分析过程的时效性#是衡

量检验科整体质量和服务的指标之一#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

通过统计
')&$

年
%

"

&&

月急诊血常规从签收到发放报告过程

中的各个环节#分析影响急诊实验室实验室周转时间$

7"7

%

的原因*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起检验科人员通过参加院内品

管圈理论知识培训及品管圈实战培训#对品管圈活动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

')&$

年
&)

月#科室
6

名同志自发组成了.爱心

圈/*其中圈员副高职称
&

人#中级
$

人#初级
'

人*并推选出

&

名有责任心的圈长*负责对活动进行管控与统筹安排#科室

主任是医院内训师#作为圈辅导员#对活动进行指导与监督*

圈员则参与每个步骤的实施*活动实施时间为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

!

主题选定
!

品管圈会所有圈员采用头脑风暴法#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的想象力#列出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上

级重视程度)重要性)迫切性)圈能力/

$

个方面分别打分#每项

最高
#

分*选用评价法$见表
&

%*最终确立的主题是.降低急

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此次品管活动的目的是规范急

诊血常规标本的实验室
7"7

#严格遵循标准操作流程#保障急

诊结果发放的准确)及时*

@(@(A

!

衡量指标
!

$

&

%实验室
7"7

!是指从标本签收进入实

验室#到发出报告的时间#称为实验室内标本周转时间'

'

(

*$

'

%

参照我国卫生部颁发的,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和,三

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

')&&

年版%-

'

1

(并结合实验室实际情况

和医院临床科室的意见#定义本实验室急诊血常规标本的实验

室内
7"7

以
1)G35

为标准#超过
1)G35

为不合格*不合格

率
]

不合格标本数"标本总数
Z&))M

'

$

(

@(A

!

拟定活动计划书
!

按照主题选定)拟定活动计划书)现状

把握)目标设定)解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

标准化)检讨与改进等
&)

个步骤实施'

#

(

#圈长按照计划书对圈

员工作进行详细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进度安排实施*

@(B

!

现状把握
!

通过对
')&$

年
%

"

&&

月的
#$).

例急诊血

常规标本的统计分析#其中合格为
#&1$

例#不合格的为
'6$

例#不合格率为
#M

*

@(C

!

目标设定
!

通过品管圈活动的目标设定公式#通过对该

圈成员的综合能力评估#确立圈能力为
6*M

*目标值
]

现况

值
^

改善值
]

现况值
^

$现况值
Z

改善重点
Z

圈能力%

]#M^

$

#MZ6%('MZ6*M

%

]&(%%M

*即本次活动的目标值将急诊

血常规标本实验室
7"7

不合格率降为
&(%%M

*

@(G

!

确定要因
!

通过查检确定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

间不合格要因为!急诊标本标识不清)高峰时段$上午
.

!

))

"

&)

!

))

%人员与仪器分配不合理)急诊检验结果审核不及时)仪

器布局间距过远)急诊条码黏贴不规范*对要因按照现场)现

时)现物三原则查检进行真因验证#确定真因为急诊标本标识

不清)高峰时段$上午
.

!

))

"

&)

!

))

%人员与仪器分配不合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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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检验结果审核不及时*

表
&

!!

*爱心圈+活动主题选定

主题 上级重视程度 可行性 迫切性 圈能力 总分

降低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
$(% $(% $(6 $(. &%(1

提高检验人员与临床的沟通
$() $(' $(& 1(# &#(.

减少血细胞分析仪的故障率
$(& $(# $(1 $() &*(%

提高临检组洗手的依从性
$($ $(1 $(* 1($ &*(6

提高专业人员操作熟练程度
$(' $(6 $($ $(' &6(#

提高门诊患者的满意度
$(1 $(* $(# 1(1 &*(6

@(H

!

对策拟定与实施
!

通过全体圈员集思广益#对要因进行

真因验证#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并遵循
WN,"

循环原理严格

执行*具体措施为!$

&

%急诊检验标本设立单独的送检通道#接

收后张贴红色标记以方便优先处理*$

'

%调整室内空间布局以

减少标本运转距离#简化标本转运和接收流程以缩短标本运转

时间*$

1

%标本检测高峰时段#设二线班#明确职责分工#定人

定岗*设定
K

H

4;:Gg7!&.))3

为高峰时段急诊检测仪器#缓解

高峰时段检测拥堵现象*$

$

%开发信息提示软件#对超过规定

时间未发出检验报告#

LPK

系统会弹出信息提示框#提示工作

人员进行相关操作*$

#

%通过培训)提高专业人员责任心#提升

综合处理能力#每月进行室内的
7"7

的调查分析#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最大限度地缩短样本周转时间

$

7"7

%*

@(L

!

效果确认
!

对
')&#

年
'

"

$

月的急诊血常规标本不合格

率进行效果确认#共计
##.)

例#其中不合格为
.1

例#不合格

率降至
&($M

#超越预期目标#效果显著*

@(M

!

标准化
!

通过此次活动#将急诊血常规标本
7"7

不合

格率纳入科室考核#并汇总分析)制定标准流程#使工作人员按

照标准操作实施#保证临床危急重症患者结果的及时)准确*

A

!

结
!!

果

A(@

!

有形成果
!

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
7"7

不合格率由

#M

下降到
&($M

#超越预期目标值
'(1M

#效果显著$见表
'

%*

表
'

!!

品管圈活动前后急诊血常规标本实验室

!!!

7"7

不合格情况

项目 活动前 活动后 增减 增减百分比$

M

%

"

标本总量
#$). ##.) i&6' i1('

U

急诊标本标签标识不清
.% 1' #̂6 *̂$()

,

急诊检验结果审核不及时
61 &$ #̂% .̂&()

N

高峰段人员仪器分配不合理
&&' 16 6̂# *̂6()

合计
'6$ .1 &̂%& *̂%(6

A(A

!

无形成果
!

将责任感)解决问题的能力)品管手法等方面

进行评分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的主观感受评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品管圈成员的凝聚力)沟通配合

能力)愉悦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有提升*尤其是品

管圈工具的使用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表
1

!!

品管圈活动前后的圈员主观感受评分比较$

']6

)分%

时间 和谐程度 积极性 责任感 解决问题的能力 品管手法 凝聚力 沟通配合能力 愉悦感

活动前
1(' '(% 1($ '(6 '() 1(' 1(# 1('

活动后
$(. $(# $() $() $(* $($ $(1 $(6

B

!

讨
!!

论

7"7

是衡量实验室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较短的
7"7

有

助于急诊医生更早的对危)急)重症患者或住院患者的病情做

出判断#也体现医院检验科的管理水平*品管圈降低急诊血常

规标本
7"7

的应用#提升检验人员急诊观念#优化高峰时段

急诊检验标本处理流程#建立急诊检验
7"7

管理制度*使急

诊检验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不断提高临床医师和患者

的满意度&开发急诊检验智能模板#超时未审核发出的检验报

告#

LPK

系统信息提示#及时发现漏检或延时未审核报告*通

过品管圈活动#从分体现了.自下而上#自动自发#团队合作/的

基层质量管理理念#实现了质量管理目标#继而牢固树立医疗

质量持续改进的理念#构建质量管理的长效机制'

*

(

#提高医院

总体诊疗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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