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可操作性强且完全满足国家实验室认可中对外周血细胞形

态学检验人员能力比对的要求#可在各级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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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与实验室管理!

基于松江区区域临床检验中心检验流程优化及实践"

陈洪卫,

!秦晓桃'

!侯彦强,

&

"

,/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上海
'*,%**

&

'/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儿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流程优化在标本分析前%中%后环节中的作用$方法
!

应用,六西格玛精益思想-分析上海市松江区区域

临床检验中心的标本处理流程!评价流程优化前%后标本处理的改善情况$结果
!

在标本处理流程中!通过空间布局优化%人员合

理配置%仪器设备扩容%标本处理流程精简%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和物流配送等途径!使松江区区域临床检验中心血清类样本在增长

的情况下!平均周转时间"

#5#

#时间缩短!人员工作效率提高!质量指标符合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督查标准$结论
!

运用流程优

化对实验室检验流程进行必要的改进!可以大大缩短标本的处理时间!降低差错事故的发生!提高工作效率和检验质量$

关键词"流程优化&

!

区域临床检验中心&

!

正流转时间&

!

分析前&

!

分析中&

!

分析后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4&,(*

"

'*,)

#

,%4'((*4*(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

年发布的
('

号-关于医疗机构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

查互认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在医疗机构间互认医学检验'医

学影像检查#这对于合理有效利用卫生资源'降低患者就诊费

用'提高整体检验水平'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年
,,

月#上海市首家公立性区域临床检验中心正式成立

并运行#承担松江区中心医院'乐都医院和辖区
,+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三大常规以外所有标本的检验工作(

,

)

*运行初期#笔

者发现原实验室设备品牌型号不一'设备陈旧'人才梯队不合

理'工作流程繁琐等#给集中化检测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结合现有条件#本研究从实验室空间布局改造'人才梯队建设'

设备更新升级'信息化构建'缩短标本周转时间$

9B=3;=6B3E

91C8

#

#5#

%'完善质量控制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着手#对

原有的流程进行了优化并取得明显成效#具体从分析前'分析

中'分析后几方面进行规划并实施*

@

!

空间布局优化

!!

结合国外和中国台湾医院实验室设计布局理念#区域临床

检验中心整合采血室'临检室'生化室'免疫室组成了中心检验

区$

F6=8>;@

%*按照
KHX,+,.-

的要求#设置标本集中签收处'检

验报告打印处和检验后标本存档处#采血室设登记取号处'候

诊区'采血区和临时休息区#患者进出实行单向流动#每个窗口

有挡板#有效保护患者隐私*分子生物实验室严格执行三区划

分#设立专用污物通道*微生物和结核病实验室按照生物安全

要求设置#与中心检验区分开*

A

!

人员合理布局

!!

-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指出#医疗机构临床实验

室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学历和技术职称(

'

)

*根据

该要求#检验中心设立医学专业组'管理科教组和科研组#通过

不断引进'招聘和自身培养#目前中心拥有博士
'

名#硕士
&

名#本科
(*

名#其他学历人员
'*

名*职称方面!主任技师
,

名#副主任技师
'

名#主管技师
'.

名#执业医师
(

名*骨髓细

胞人员均赴瑞金医院血研所进修并取得合格证书#科研人员赴

美国进修学习#性病检测工作人员具备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颁发的合格证书#微生物检验人员经过上海市院内感染质量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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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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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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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培训并取得证书#分子生物实验室检测人员具备上海

市临床检验中心颁发的上岗证书#高压灭菌人员持证上岗#所

有员工做到依法执业*生化免疫实现一体化管理#配备
,)

名

员工&临检组将病房与门诊检验合并#配备
')

名员工#确保人

员充足#岗位设置合理*

B

!

设备扩容升级

!!

设备采购时#通过比较分析流水线和独立式前处理的性能

参数#根据日标本量超过
(***

份的业务量#最终选择引进了
'

台
6̀F<8 H̀5!=6S",

独立式标本前处理系统#标本的处理

速度满足当前检验要求*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标本

#5#

#区域临床检验中心还引进一套血液五分类分析仪'两套尿

液分析流水线和一套
#N" X̀\X.***

智能采血管理系统#各

组通过增加或更新仪器设备#有效解决了检验报告时间与检验

质量之间的矛盾#使临床实验室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

C

!

精简工作流程

!!

标本前处理流程绝大部分为人工完成#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其操作时间的波动性较大#是影响标本前处理时间的主要原

因*本实验室优化前的标本运转流程分为签收'预分类'水浴'

离心'去盖'分杯'二次分类'手工编号'核收入
MKH

'上机检测'

审核'归档保存
,'

个步骤#流程枯燥繁杂#费时费力#还存在很

大的生物安全和差错隐患*本研究按照0精益六西格玛1指导

思想#对标本转运流程进行优化#目前精简为标本签收'离心'

上前处理系统'检测'审核'归档存入冰箱
%

个步骤#节省了人

力资源#也有效保护操作人员远离生物危害#清晰的标本流程

杜绝了标本转运过程中潜在的错误(

(

)

*

E

!

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

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建立健全科室各项规章制度'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和各类标准操作规程并及时面向全体员工宣传贯

彻#并于
'*,&

年通过
KHX,+,.-

国际质量认可*要求员工规范

操作#规范记录#按照0写你所做#做你所写#记你所做#查你所

记1的方针开展日常检验工作*中心每年开展
,

次实验室内

审#

,

次管理评审#使检验质量得到持续改进*规范参加上海

市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活动#确保检验结

果的准确性*面向医护人员和工勤开展检验业务培训#通过发

放-临床检验手册.'操作卡'

X5

平台交流'与临床沟通等方

式#全面提升检验前环节的质量控制*积极开展室间比对和室

内比对工作#规范进行仪器设备保养工作#按时对检验设备进

行校准'检定和性能验证工作#加强检验人员业务培训与考核#

确保检验中环节的质量控制*严把检验结果审核关#规范危急

值报告#完善与临床医护人员'患者的沟通与反馈机制#做好数

据备份与安全隐患工作#保证检验后环节的质量*

F

!

分析前流程优化

F/@

!

一次性真空管和条形码的使用
!

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引进

北京智方
MKH

系统#

,+

家社区及
%

家二级医院统一安装运行#

并与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YKH

%对接*基于此种网络构架#检

验中心设计采用预置条码$供应商生产%

d

后置患者信息$院内

信息系统即时打印%的方案#取代了传统玻璃管和纸质申请

单(

&4%

)

*优化后的流程使工作人员在标本信息录入'条码粘贴'

标本识别和交接签收效率上得到明显改善#缩短了标本
#5#

#

减少了差错发生#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质量*

F/A

!

院内标本物流配送优化
!

优化前#住院患者标本统一由

病区护士与工勤交接#之后工勤徒步运送至化验室指定位置#

该流程存在以下不足!$

,

%工勤人员运送存在不及时的情况&

$

'

%运送过程中有标本丢失'溢出或人为破坏潜在风险&$

(

%当

有多份标本需要分别运送到急诊检验'普通门诊检验和输血检

验部门时#工勤经常分不清类别*为解决这些问题#医院引进

德国轨道小车配送系统#并在每个发送和接收点安装监控设

备#用于检验标本和药品的双向传输#标本运输实现自动化'信

息化#病区标本无需工勤接触#直接由护士确认好数量和外包

装后#放入轨道小车#发送到指定位置#整个过程不超过
,+

C13

#极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和质量安全*

F/B

!

区域内标本物流配送优化
!

区域临床检验中心统一使用

专业物流公司配送检验标本#为保证检验标本运送准确及时#

并符合检测及生物安全的严格要求#检验中心采取以下措施!

$

,

%依据各医院所处地理位置和检测项目的时限要求#合理设

计
%

条物流路线#配备
%

部物流车#数名专职物流人员#保证所

有标本在每天
,'

!

**

之前送达检验中心#并在标本接收过程中

严格遵守生物安全管理规范*$

'

%温度控制!采用专用标本运

输箱#递送员配备无线射频装置$

T̀K$

%#对医院标本及标本箱

温度进行扫描数据并实时上传#车辆安装
V!H

卫星定位#通过

监控中心设立的监管设备#工作人员实时对标本的收取时间'

数量以及运送过程中的保存温度'质量现状进行监管#保证标

本安全'准确'及时送达检验中心*$

(

%为尽量减少标本在运输

过程中的成分变化#所有单位统一发放
)'

孔离心机#使用
\$

分离胶采血管#由基层医院离心后再交接送检*

U

!

分析中流程优化

U/@

!

血清质量实行仪器自动判别
!

样本血清质量$溶血'脂血

和黄疸等%是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要部分#传统常规的做法是

肉眼判断血清质量#但是肉眼判断存在主观性强'工作量大和

无法标准化等缺点*为提高血清质量控制水平#实验室技术人

员利用罗氏
F6@;2

?

%,'_HK

照相系统建立溶血'脂血和黄疸血

清图库#照相系统对干扰配置的血清拍照#与图谱库比对后筛

选出问题血清#并检测其血清指数#供检验人员审核报告时参

考#这一技术的应用#使得血清质量的判别速度和准确度大幅

提升#标本
#5#

时间也明显缩短(

)

)

*

U/A

!

实行仪器的双向通讯
!

传统工作模式下#标本上机前#检

验人员需要逐一对标本编号#并将患者信息录入
MKH

中#同时

在分析仪器上对应编好检验项目#才能完成检测#费时费力*

仪器的双向通讯功能则可以一步实现带有检验信息条码的标

本直接上机检测#患者信息和结果自动传入
MKH

#省去了人工

输入检测项目的步骤#减少了人为差错#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

了
#5#

#标本发生漏做或做错项目现象明显减少(

.4-

)

*

U/B

!

报告自动审核功能
!

区域化集中检测模式下#生化标本

日处理量高达
+***

余份#其中大部分属于健康体检标本#结

果多处于正常生物参考区间以内#如果按照优化前流程审核报

告#

#5#

时间很难控制在设定范围内*通过罗氏
K#(***

与北

京智方
MKH

的功能完善#后台设置相应审核规则后#目前可以

实现大批量正常检验报告的自动审核#极大缩短了标本
#5#

时间*

V

!

分析后流程优化

V/@

!

区域信息网络平台构建
!

松江区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引进

北京智方
MKH

系统#

,+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

家二级医院

统一安装运行*并与各医院
YKH

对接#实现检验申请电子化'

检验报告无纸化和报告传输网络化#省去了传统报告单由物流

配送分发这一环节*检验结果通过检验中心
MKH

系统审核后#

各医院检验科可以直接查询和打印检验报告#医生可以通过

YKH

浏览患者报告#实现了松江区内同等质量检验'统一规格

报告#有助于检验结果的互认(

,*4,,

)

*

V/A

!

检验后标本自动存档
!

优化前#所有检验后标本均需要

工作人员逐一取出#没有加盖的情况下#直接$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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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圆形突起'光滑'较小较干'不溶血菌落生长#用
\$

?

<6831I,**

鉴定结果均为
"/29=1;9BC

$纹带棒状杆菌%#鉴定值

为
--R

*

(

份血培养分离阳性菌株手工生化反应相同!发酵

型#硝酸盐还原
d

#脲酶
Z

#蔗糖
Z

#七叶苷
Z

#葡萄糖
d

#麦芽

糖
Z

#

"5N!d

#

(

份血培养阳性菌株根据形态'染色'菌落特

征及生化特性均鉴定为纹带棒状杆菌*

B

!

讨
!!

论

!!

病历资料显示#患者颈静脉长期置管处虽无明显感染指

征#但患者体温升高#有急性热面容#实验室检查
"̀ !'&'/(

C

:

"

M

#

PR

也升高#管道动'静脉端血培养及静脉多次血培养

均为纹带棒状杆菌*棒状杆菌属菌种通常对
$

4

内酰胺类抗菌

药物包括青霉素敏感(

(

)

*患者入院给予苯唑西林抗感染等治

疗后患者体温降至正常*

"̀ !

浓度有助于判断感染轻重的程

度及其病情进展的情况*有文献报道#

"̀ !

#

+*C

:

"

M

代表相

对较低的炎性反应#

"̀ !

$

,**C

:

"

M

代表重度炎性反应(

&

)

*

以上资料显示此患者符合
"̀ \HK

的诊断标准*本文资料显

示#此患者患有多种疾病且长期行血液透析治疗#免疫功能大

大降低#导致了临床罕见的导管相关性纹带棒状杆菌血流

感染*

中心静脉导管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方便'减轻患者痛苦的同

时#也增加了导管相关性感染的风险*一般认为导管留置时

间'患者自身状况'临床护理措施与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

+

)

*

因此#进行导管植入手术及液体输注时应注意严格无菌操作#

尽可能减少感染的发生*

随着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各种侵入性操作的增加#抗菌

药物的大量使用#感染性疾病的类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

在的感染多由于来自周围环境中的0非致病菌1及一些0正常菌

群1侵犯免疫力低下的宿主引起*临床对于使用侵入性操作和

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一旦疑有感染发生#应

尽早进行相关实验室检查'合理选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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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在试管架上#然后存入冰箱#存在生物安全隐患#并且标本杂

乱无序#不便于事后标本的再追踪*通过使用罗氏
F6@;2

K#(***

中间体软件#检验后标本会通过
6̀F<8 H̀5!=6S",

仪器自动存入
,'+

孔的标本架#每一标本精准定位#同时加盖

储存#有效解决了标本气溶胶挥发'血清水分蒸发和标本难以

跟踪定位的问题*

V/B

!

门诊患者报告流程优化
!

门诊患者具有体量大'时间紧

的特点#报告集中在下午某一个点领取的话#容易造成拥堵*

实验室引进
%

通道自助打印设备#可以支持
%

个患者先后同时

刷卡打印报告的功能#在大屏显示患者报告进度和患者取单凭

证上告知约定时间的情况下#患者可以轻松领取检验报告*同

时#患者可以通过手机
5!!

查询自己在辖区任何一个医院的

检验结果#便于健康档案的建立(

,'

)

*

流程的优化与再造是一个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的过程#而

缩短
#5#

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则不仅仅局限于标本前处理流

程的优化#应当考虑到检验业务流程的任何一个细微之处*标

本处理流程的优化目的也不仅仅是缩短时间'提高效率#更是

提高质量*本研究以上海市松江区区域临床检验中心的日常

实际工作为出发点#对其标本分析前'中'后环节处理流程的优

化进行分析评价#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能够为

临床和患者提供更快'更准确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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