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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的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D*D

&中位数(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率(报告超时

原因等指标的统计分析!掌握急诊检验的实际工作效率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为持续改进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

按照不同类别

项目的号段不同!从
5<U

系统导出各类项目的原始数据!利用
V:.G/C/IF09G->#''$

软件统计出各类项目的实际
D*D

时间!利用

函数功能计算
D*D

中位数%并计算出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率和不符合率"即检验报告超时率&!并对每天所记录的报告超时原

因汇总统计分析'结果
!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的
D*D

中位数与
#'")

年比较!除化学发光类项目外!其他项目类
D*D

均有

不同程度缩短%各类项目的检验报告时限符合率平均为
A)%4@

!检验报告规定时限不符合率"即检验报告超时率&为
T%#@

%主要

超时原因前
)

位依次是送检样本数量多"

TA%&@

&(重做复检"

"#%)@

&(涂片复检"

"#%'@

&和仪器故障"

"'%'@

&'结论
!

急诊检验

报告时限符合率达到规定的要求!对超时原因统计分析!可查找存在问题并分类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持续改进提供客观依据'

关键词"急诊检验%

!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

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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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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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D*D

&是指从实验室收到标本到发送

报告的时间$以
=:8

为单位&)此指标能真实反映在实验室内

工作效率#是实验室可控的检验中和检验后的重要质量指

标'

"3#

(

)国家出台的实验室管理办法及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

实施细则$

#'""

版&等也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T

年国家卫

计委临检中心发布的
"T

条质量指标把其纳入其中#足见它的

重要性)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很早关注
D*D

的实践

和探索#自从
#''A

年更换
5<U

系统后#逐渐把
D*D

的监控和

管理纳入日常规范化监管#特别在
#'"#

年参加三级综合医院

评审后#并不断加以改进和优化#积累一些做法和经验#取得一

定成效)现对
#'"T

年在急诊检验组的
D*D

各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掌握急诊检验的实际工作效率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

为持续改进提供客观依据#总结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数据来源为
#'"T

年本院检验科
5<U

系统导

出的
"'$T(4

例急诊检验报告#含各类项目样本执行时间点的

原始数 据 及 全 年 记 录 的 报 告 超 时 原 因 汇 总 数 据#共 计

"#&T#

条)

A%B

!

方法
!

本科所用的
5<U

系统为上海新和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所有样本均在本系统实行条码管理#从临床医生开医嘱

开始#到样本采集*样本送检*样本接收*报告审核发送等均能

实时记录执行时间)本文关注的重点环节是在实验室内样本

接收至报告审核发送环节%分析监控的检验项目类别有!生化

类*化学发光类*凝血类*血细胞分析类*血气分析类)利用

5<U

的实时监控模块#依据,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

#'""

版&-的规定#在
5<U

系统中设置
D*D

目标值为!血细胞

分析*血气分析为
$'=:8

#生化*化学发光项目和凝血项目为

"#'=:8

#并设定
D*D

提醒时间为
$'=:8

)通过
5<U

的实时监

控模块#所有在
5<U

接收后的样本只要小于
$'=:8

#挂在墙上

的大显示屏就会立即实时滚屏显示该样本编号及剩余时间#提

醒相关岗位工作人员)报告审核岗位的工作人员在审核检验

报告时#随时关注大屏幕报警#一旦发现有样本超时就立即在

+

A('"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8F]5JOV-K

!

*

E

.:>#'"(

!

,/>%$4

!

S/%4



5<U

相应的超时原因栏填写超时原因#实时记录)次日由本岗

位人员负责将报告超时数据导出并分析#填入超时报告日报表

内#并在科交班会上通报说明样本超时原因)并由实验室质量

安全监督员把日报表数据汇总和分析#进行月总结和年总结)

按照不同检验项目类别的号段不同#从
5<U

系统导出各类项目

检验报告的样本接收时间*报告审核时间)

A%C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V:.F/C/IF09G->#''$

软件统计出各类

项目的实际
D*D

时间%并统计出检验报告规定时限内发出的

合格数#计算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率#计算公式为!检验报告

规定时限符合率
^

规定时限内发出的检验报告数"检验报告总

数
\"''@

#检验报告规定时限不符合率$检验报告超时率&

^

超过规定时限内发出的检验报告数"检验报告总数
\"''@

)

并对每天所记录的报告超时原因进行汇总统计分析#从中发现

检验报告超时的原因和分布)

B

!

结
!!

果

B%A

!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
D*D

中位数
!

#'"T

年全年

急诊检验各类项目
D*D

中位数分别为生化类
&&%T=:8

#化学

发光类
&A%$=:8

#凝血类
)A%T=:8

#血气类
"'%$=:8

#血细胞类

"'%&=:8

)从每季度统计来看有一定的波动#见表
"

)

表
"

!!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
D*D

中位数#

=:8

$

季度 生化类 化学发光类 凝血类 血气类 血细胞类

一季度
&4%' &&%$ T"%$ ""%$ "'%(

二季度
&T%$ &&%( )A%$ "'%' "'%'

三季度
&4%' ($%( T"%' "'%$ ""%$

四季度
&)%( ('%( )&%$ A%& "'%)

全年
D*D &&%T &A%$ )A%T "'%$ "'%&

B%B

!

#'"T

年急诊检验部分项目类
D*D

中位数与
#'")

年对

比
!

#'")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
D*D

中位数分别为生化类

(T%)=:8

#化学发光类
&(%&=:8

#凝血类
T'%(=:8

#血细胞类

""%$=:8

#发现
#'"T

年除化学发光类项目外#其他项目类

D*D

中位数比
#'")

年
D*D

有所缩短)

B%C

!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

率
!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率在

A)%#@

#

AT%(@

波动#平均为
A)%4@

#超时报告率在
)%$@

#

T%4@

#平均为
T%#@

#见表
#

)

表
#

!!

#'"T

年急诊检验报告时限符合率及超时报告率趋势

季度
报告总数

$

'

&

未超时总数

$

'

&

超时总数

$

'

&

时限符合率

$

@

&

超时报告率

$

@

&

一季度
#TT"' #)'AT ")"T A)%T T%T

二季度
#T&"$ #)T"$ ""'' AT%( )%$

三季度
#()$& #T4$4 "TA4 A)%# T%4

四季度
#T'"A #$()# "#(( A)%A T%"

平均值
#T4AT #)T)( "$)4 A)%4 T%#

B%D

!

#'"T

年急诊检验报告主要超时原因分布
!

前
)

位依次

是送检样本数量多$

TA%&@

&*重做复检$

"#%)@

&*涂片复检

$

"#%'@

&和仪器故障$

"'%'@

&#各类原因每季度分布差异较

大)见表
$

)

表
$

!!

#'"T

年急诊检验报告主要超时原因分布情况#

'

$

季度
送检

样本多

重做

复检

仪器

故障

涂片

复检

重抽

复检

仪器

维护

更换试剂"

耗材

一季度
#'") )#A $4' )'A "'# ' '

二季度
"$() #&T $4( $TT 44 ' '

三季度
#)&& )&$ "(# )"& "'T ' ""&

四季度
"&44 )'A $#) $$$ "'4 #)A '

总数
(T)# "T&& "#&$ "T"$ )'$ #)A ""&

C

!

讨
!!

论

#'"T

年
$

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临床

检验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T

版&#发布的
"T

个质量指标

中#多个质量指标都直接或间接与
D*D

有关#而涉及到时间

管理中位数的质量指标有两个#一个是检验前周转时间中位

数#反映标本运送的及时性和效率#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和

及时性的重要前提'

#

(

)另一个就是本次关注的
D*D

中位数#

是检验科对检验报告及时性管理的核心指标之一'

$

(

)而有关

实验室内
D*D

的监控管理#每家医院都有不同的做法#由于

环节众多#管理难度大#实验室样本量飞速增长#人工收集和计

算质量指标数据显然是一项庞大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5<U

系统将会在质量指标的的监控中发挥重大作用'

)

(

)因此#

必须借助
5<U

对检验标本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进行实时监控#

才能有效控制各环节#缩短
D*D

)

本研究的表
"

为
#'"T

年急诊检验各类项目
D*D

中位数

结果#发现部分项目如血气类
"'%$=:8

*血细胞类
"'%&=:8

与

文献资料报道基本一致'

T

(

#部分项目如生化类
&&%T=:8

*凝血

类
)A%T=:8

与文献资料报道有一定差距'

&

(

)分析原因为实验

室内
D*D

与检验流程*人员组成*仪器配置数量*处理能力及

自动化程度*样本量*开展检验项目多少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不

同的实验室有不同的配置和特点#因此会有不同的
D*D

)但

至少从对比中发现差距和不足#作为以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目前#实验室内
D*D

中位数尚没有统一的质量目标'

$

(

#但发

现已有文献尝试建立检验前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的质量规

范'

(

(

)每家实验室只有结合各自科室特点#制订本科室合适的

质量目标)本次研究所统计出的数据#可以为下一步制定本实

验室内
D*D

中位数的质量目标提供数据支持)

#'"T

年急诊检验部分项目类
D*D

中位数与
#'")

年对比

分析结果#发现除电化学发光类项目外#大部分项目在本
5<U

监控及科室超时管理措施的有效管控下比
#'")

年
D*D

有所

缩短#说明为保证急诊
D*D

持续改进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方

法有效)而化学发光类项目
D*D

时间有所延长#原因为
#'"T

年初急诊检验化学发光又增开新项目降钙素原#这一项目的开

展临床很受欢迎#样本量增加#使检测量本来就趋于饱和的电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更加不堪重负#导致
D*D

延长#现已准备

更新仪器设备)

本文中表
#

显示
#'"T

年每季度急诊检验报告时限符合率

均大于
A'@

#平均值为
A)%4@

#高于规定要求#与文献资料报

道基本一致'

4

(

#超时报告率为
)%$@

#

T%4@

#平均为
T%#@

#与

文献资料报道接近'

&

(

)目前#对如何缩短检验
D*D

#各家医院

都有不同的做法和实践)一是更新仪器设备#引进更智能化*

自动化分析的流水线工作站模式来缩短
D*D

'

(

(

#但这需要医

院经济实力及样本量的支撑等诸多条件才能实现%二是采用一

些方法措施*优化流程等#来提升
D*D

合格率'

T

#

"'3""

(

)因此#

笔者认为#应立足医院及科室实际情况#先从优化流程开始#找

出影响
D*D

的环节#用数据说话#再从人员配备*更新仪器设

备等环节进行着手#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经过统计分析#本实验室检验报告规定时限符合率已经达

标#但仍有
T%#@

超出了规定时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检验报

告超时#对表
$

的分析#发现主要超时原因前
)

位依次是送检

样本数量多$

TA%&@

&*重做复检$

"#%)@

&*涂片复检$

"#%'@

&

和仪器故障$

"'%'@

&)其中的重抽$采集&复检#往往是临床护

士采集样本不规范*不合格所致#这类因素是需要实验室和医

院其他部门*临床科室共同努力可控的因素#提示应加强与临

床沟通和培训%重做复检#往往是由于检测结果超过仪器检测

范围#需要稀释重测#或者是由于对检验结果有疑问#需再次检

测确认#涂片复检是血细胞分析复检所必需的方式之一#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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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更换试剂或耗材均为仪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是

保证检验结果质量和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上述这些因素是实

验室和临床都难以控制的因素#但仍应合理安排#减少超时%其

中仪器故障与仪器保养维护不到位*仪器陈旧老化*超负荷运

转等均有密切关系#应予以关注#必要时更新仪器设备%送检样

本数量多的产生是与临床滥用急诊资源*不合理检验申请*高

峰时段集中送检有关#文献资料多有报道'

T3&

#

""3"#

(

#本实验室也

有类似情况发生)对于这一原因#一是向医院有关部门书面汇

报#二是由本科的检验医生积极下临床进行沟通#建议临床医

生合理开单#把急诊通道真正用好)

综上所述#

#'"T

年急诊检验报告时限符合率达到规定的

要求#为保证急诊
D*D

持续改进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有效#

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实验室内
D*D

中位数目前尚未规定目

标#但现在统计的结果为下一步制定质量目标提供数据支持%

同时#针对超过规定时限的超时原因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查找

存在问题#并分类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为持续改进提供参考

依据)通过不断减少报告超时数#缩短检验
D*D

#更好的服务

于临床及患者#保证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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