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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存在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范
"

晨!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济南
)"++#(

$

""

摘
"

要"分析现阶段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存在的问题!为提高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水平提供建议&方

法
"

从检验装备物资%效率与机动性%信息化水平%组室间沟通%人员培养%质量控制%项目开展等方面分析现阶

段我军野战医疗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不足逐条给出解决建议&结果
"

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在上述

各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于今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结论
"

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今后要做到统一规

范!提高装备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注重组室间沟通!完善人员培养!重视质量控制!开展面向未来战场的新项

目!以求战时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

关键词"野战医疗所#

"

检验模块#

"

问题#

"

建议

!"#

!

(+*#7,7

"

8

*9//:*(,6#;3(#+*)+(4*+4*+#4

中图法分类号"

'33,*7

文章编号"

(,6#;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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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Z

""

野战医疗所作为一支承上启下的机动卫勤力量#

在平战时主要担负伤病员的早期治疗与部分专科治

疗$

(

%

&检验模块是野战医疗所医技保障组重要的组

成部分#检验军医及时准确地将伤病员的各项检查指

标反馈给临床组室是伤病员能够得到有效救治的保

证&在平时的演训)抗震救灾)维和行动或人道主义

救援过程中#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人员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同时也认识到了诸多方面的差距#这些问

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克服#以求更好地提升野战医疗

所检验模块的保障能力#达到做好批量伤病员早期和

部分专科治疗这一任务的要求&现笔者根据自身在

野战医疗所检验岗位工作的心得体会#并结合同行们

的宝贵经验#从现阶段检验模块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

进建设这两方面做出分析&

D

"

现阶段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存在的问题分析

D*D

"

检验装备)试剂及耗材方面
"

我军各野战医疗

所使用的检验卫生装备大多由各单位自行配备#缺乏

全军统一的标准#这不利于医疗所检验装备的规范有

序&某些仪器生产厂家来自国外#配套试剂也需国外

公司供应#战时一旦这些国家对我军实施物资封锁#

那么我军野战医疗的工作将十分被动&有的装备缺

乏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一旦使用中发生故

障#往往与厂家负责人或工程技术人员联系困难&此

外#还有的装备重量过大#或对环境条件要求高#不能

满足野战条件下轻便机动且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的

要求&譬如#某些装备对外界高温的耐受性较差&部

分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物资储备尚存在差距#未能按

照战备基数要求充分储备并及时更新过期的试剂或

耗材#还有的试剂耗材未能按照相应的存储条件严格

保存&

D*E

"

检验模块的展开)撤收和机动性方面
"

现阶段#

我军大多数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仍然以帐篷为展开

方式#其展开)撤收相对复杂#耗时长且机动性差&为

避免恶劣气象条件如暴雨等的破坏#帐篷周围通常要

挖设配套的排水沟)引水沟等设施#这极大地增加了

检验人员的工作量#而实际演训中仍难以避免雨水进

入帐篷导致机器受潮或影响工作#出现,事倍功半-的

现象&此外#战时如果遇敌袭扰或复杂敌情变化时#

帐篷式模块撤收转移效率远不如车载式检验模块#大

大增加了我检验人员与装备遭受战斗性损失的可能&

D*F

"

检验模块信息化水平建设方面
"

和平时期我军

各医院检验科在常规医疗工作中多使用实验室信息

系统'

VS=

(来实现标本的采集)接收)登记和结果发

放&

VS=

具有高效)准确)信息实时共享等优点#并可

以对伤病员的检验结果进行有效储存#方便治疗和远

程会诊$

)

%

&然而#目前我军大部分野战医疗所并没有

配备
VS=

#标本的采集与登记)结果的发放与储存均采

取原始手写单子的形式#这样的工作模式效率低下#

结果的发放难以保证准确性#也不利于信息的储存和

共享&总之#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的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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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提高&

D*G

"

检验人员与其他临床组室沟通方面
"

长期以

来#我军野战医疗所针对伤病情进行桌面推演或病例

讨论的过程中#医疗组室成员往往积极参与并踊跃发

言#而检验等医技保障组室成员往往热情不高#认为

救治工作是医疗组室的职责#自己只负责好技术保障

即可#缺乏与医疗组室必要的沟通#由此导致伤病员

救治方案的制订难以充分考虑医技组室的实际情况&

举例来说#在和平时期医疗工作中#医疗人员为确保

最优的诊疗效果#往往最充分地利用检验资源#申请

,宁多勿少-的检验项目&而战时伤病员量大#伤情复

杂#检验工作往往极度紧张#平时的这种救治思路将

极大地加重检验人员负担#并造成试剂耗材等资源不

必要地消耗#既难以保证救治效率#又造成了检验资

源的浪费&此外#救治过程中临床与检验组室就某些

具体问题也应加强沟通#取得共识#如标本的合理采

集)危急值报告等方面&

D*J

"

检验人员素质培养方面
"

人员流动性大是我军

各野战医疗所存在的普遍现象#现实中检验岗位很可

能由并不熟悉工作的新人来担当#由此导致工作难以

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我军各野战医疗所在培养新

入所检验人员方面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存在

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缺乏培训新人的规范方案#缺

乏全军统一高效正规的野战检验教学训练平台#缺乏

严格的野战医疗所检验军医考核标准与实施流程&

D*O

"

野战实验室质量控制方面
"

实验室质量控制是

保证检验模块稳定性及检验结果客观准确的必要环

节#而现阶段我军多数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缺乏经常

性的质控工作#检验人员对野战检验质控意识淡薄#

未能参照平时常规医疗工作的质控标准来做好室内

质控#各医疗所亦缺乏全军统一的室间质控评比&上

述不足可能导致检验人员对所属仪器设备)试剂耗材

等硬件的实际状态并不掌握#难以保证执行突发任务

时提供客观准确的检验结果&

D*S

"

检验项目的开展能否满足战场需要方面
"

野战

医疗所常规开展的项目包括血)尿)粪三大常规#凝血

功能#肝肾功能与生化电解质#血气分析#感染免疫及

血型鉴定等&笔者发现#现阶段我军部分野战医疗所

却尚未完整有效地开展上述常规项目#这势必会给医

疗所战时履行职责带来障碍&此外#

K

反应蛋白

'

K'X

()降钙素原'

XK0

()

1

末端脑钠肽前体'

10;

!

IDZ1X

()高敏肌钙蛋白
0

'

P/010

(等指标可以很好

地反映伤病员急性期的状态或心功能#有利于提高医

疗所的战伤救治水平#而我军多数野战医疗所并未开

展上述项目#距离理想的救治水平仍然存在差距&

E

"

针对上述问题检验模块改进和提高的策略建议

E*D

"

规范统一检验装备物资的配备#大力发展车载

式野战检验系统
"

针对
(*(

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按

照全军统一的标准对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进行装备

配备很有必要&有关部门可组织专家集体讨论#做好

顶层设计#按照统一规范)轻便高效易行的要求选择

各种检验设备&为避免战时国外对我军的技术封锁#

检验模块应尽量使用国产设备#并建立健全切实有效

的售后保障渠道#确保战时一旦设备发生故障#可得

到及时)有效地维修与技术支持&此外#我军各野战

医疗所应重视平时战备物资的储备更新#根据需要配

备足够基数的检验试剂及耗材#并注意严格的存储条

件&针对
(*)

的问题#现阶段我军已有部分单位配备

了野战检验车#并在一些非战争军事卫勤保障任务中

表现出良好效果$

#;,

%

&笔者认为#野战医疗所检验模

块车载化机动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全面提高野

战检验效率的必要途径&

E*E

"

提升野战检验系统信息化水平#加强检验军医

与临床组室的沟通
"

针对前述
(*#

的问题#笔者认为

我军各野战医疗所应当仿照平时的常规医疗工作#建

立野战条件下的
VS=

来实现战时伤病员标本的采集)

接收)登记和结果发放&医疗所亦可与后方医院实施

信息系统对接#方便后方专家根据前方检验结果对伤

病员实行远程诊疗&总之#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将极大

提升野战检验效率&针对
(*3

的问题#笔者认为检验

军医应加强与临床组室的沟通#积极参与桌面推演和

病例讨论工作#主动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以求救治

方案的确定能够做到集思广益#既保证伤病员的救治

质量#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资源浪费&指挥组

应有意识地创造条件来增强医技保障人员与医疗人

员的交流沟通#这有利于医疗所整体救治质量的提

升&此外#标本的合理采集与危急值报告等具体问题

也应由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并予以规范&

E*F

"

建立健全检验军医培养与考核机制#严格落实

野战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面向未来战场合理开展检

验项目
"

针对
(*"

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军事检验人

才培养过程中#野战医疗所应注意参考我军专家编写

的系统性教材.军事检验医学/

$

6;4

%

#引进军医大学先

进的野战检验模拟训练实验室及,军事检验医学战地

分级实施模拟演训-软件$

4;7

%

#立足于自身职能与实际

情况#在上级与专家的指导下全军各所集思广益并协

同配合#共同确立统一规范的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装

备配备及工作流程&之后#全军应据此建立统一的检

验军医培养与考核机制#构建专业平台来培训野战检

验理论与技能#制订严格的教学方案与实施细节#完

善野战检验人才培养的督导与考核机制#有计划)有

步骤)有的放矢地做好野战医疗所检验人员的培养与

考核工作&针对
(*,

的问题#野战医疗所应充分重视

野战实验室的质控工作#力争做到各检验项目有确定

的质控品#有严谨的质控规则#有切实的室内质控操

作#有全军统一的室间质评办法&总之#通过严格的

野战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来确保医疗所检验模块平

时稳定在控#战时准确客观&针对
(*6

的问题#野战

医疗所应对照职责要求自查自纠#将必须开展的常规

项目切实落实#有难度解决的问题应及时向上级报

告#争取上级支持#在上级统筹安排下合理解决问题#

以求野战检验常规工作的正常开展&当代信息化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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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局部战争战场环境恶劣#伤病员伤病情严重且复

杂#

K'X

)

XK0

)

10;

!

IDZ1X

)

P/010

等指标能够很好

地反映伤病员急性期状态#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治疗#

我军可先以部分医疗所为试点尝试开展上述项目并

逐步推广至全军各所&现代战场生物安全的意义十

分重要#我军既要面对敌方可能的生物战剂攻击#又

要面对复杂作战环境中致病微生物的威胁#因此野战

检验模块引进前沿技术做好微生物的鉴定非常重要#

可有效指导部队生物防御措施及战场感染的诊治$

(+

%

&

F

"

结
""

语

""

近年来#在海外维和)国际救援)抗震救灾等军事

卫勤实践中#野战医疗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支承上启下的重要卫勤力量#野战医疗所在战

时主要担负伤病员的早期和部分专科治疗任务#而检

验模块的高效运行是批量伤病员得到有效救治的重

要保障&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军野战医疗所检

验模块日趋成熟与完善#但仍然在诸多方面存在可以

提升的空间$

((

%

&针对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笔者根据

自己的实践与思考在前文中逐条作出分析#并针对各

个具体问题依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笔者认

为#我军野战医疗所检验模块今后需要在统一规范)

装备水平)信息化建设)组室间沟通)人员培养)质量控

制和项目开展等
6

个方面着力提升完善#以求更好地履

行职能#为野战医疗所战救水平的提高做出坚实保障#

在维护和再生部队战斗力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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