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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在提高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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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 '

循环在提高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中的应用

李
"

娟!汤荣睿#

!王丹枫!冉华丽!易小翠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重庆
E$$$;$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
\+̂ '

循环管理模式在提高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分别统

计该院检验科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前后各
#E$$

例血常规中检出异常形态学的报告数!并收集相应血常

规标本各
#E$$

例!全部进行显微镜复检!计算
\+̂ '

循环管理模式实施前后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

结果
"

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前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仅为
E<3=:

!实施后检出率为
%%3":

!实施前后

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结论
"

采用
\+̂ '

循环管理模式!该院检验科

对血常规复检规则进行了调整"假阴性率
%

":

#!优化了检验科工作流程!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明显提高$

关键词"

\+̂ '

循环%

"

形态学%

"

显微镜检查%

"

检出率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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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D3#=?;>E#;$3&$#%3&$3$;&

中图法分类号"

FEE=3##j#

文章编号"

#=?;>E#;$

"

&$#%

#

&$>&"??>$;

文献标识码"

!

""

\+̂ '

循环又叫戴明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

明博士根据客观规律首先提出的#其主要包括计划

)

\7JD

#

\

*$实施)

+6

#

+

*$检查)

L̂HI]

#

^

*$处理)

'I>

)C6D

#

'

*

E

个阶段#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质量管理的标

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循环体系#实现质量管理的持续

改进%

#>;

&

'近年来#外周血细胞分析仪因为操作简便$

检测快捷$工作效率高而被各大小实验室所采用#虽

然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检验质量#

同时为临床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科学参数#但这类仪

器在鉴别血细胞形态和内部结构方面仍不够完

善%

E>=

&

'因此#在利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验

的同时#辅以外周血细胞的形态学镜检可为患者疾病

的诊断以及确诊提供十分可靠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患

者进一步的临床治疗#使得检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临

床%

?

&

'本科室于
&$#=

年
E

月开始采用
\+̂ '

循环管

理理论#经过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使本科血常规异常

形态学检出率得到有效提高'

B

"

资料与方法

B3B

"

一般资料
"

选取开展
\+̂ '

循环前)

&$#=

年
E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和开展
\+̂ '

循环后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检验

科的
#E$$

例血常规标本'

B3C

"

方法
"

将
\+̂ '

循环体系应用于血常规形态学

检查的每一个步骤#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处理#采

取相应改进措施#并将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

B3C3B

"

计划阶段
"

统计开展
\+̂ '

循环前本院检验

科
#E$$

例血常规中检出异常形态学的报告数#并收

集相应的
#E$$

例血常规标本#全部进行显微镜复检#

再次统计其真阳性例数)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报告与显

微镜复检均阳性则为真阳性*和假阴性例数)血常规

异常形态学报告阴性#但显微镜复检阳性则为假阴

性%

%

&

*#计算检出率!检出率
c

真阳性")真阳性
j

假阴

性*

@#$$:

'运用人$机$料$法$环分析法进行了调

查分析%

<

&

'本院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低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复检规则不完善#假阴性率

高()

&

*科室培训$考核不到位#临检人员形态学识别

能力不足#形态学正确识别符合率低()

;

*临检室复片

岗工作人员不足#对已触及复检规则的标本未执行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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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E

*设备设施不足#血常规实验室内周转时间较

长')

"

*血细胞分析仪$显微镜距离标本接收处较远#

标本运送时间长'

B3C3C

"

实施阶段
"

本科成立专门的
\+̂ '

循环管理

小组#科主任为组长#临检室工作人员为组员#对以上

问题制订相应对策#逐项解决#并制订出具体的完成

时间和责任人')

#

*对现有复检规则进行验证调整#

调整后的复检规则!

1

白细胞绝对计数
&

;$@#$

<

"

0

(

2

中性粒细胞相对计数
&

<$:

且白细胞绝对计数
&

&"@#$

<

"

0

(

3

淋巴细胞相对计数
&

=$:

)

&

"

岁*

或
&

?":

)

%

"

岁*(

4

单核细胞相对计数
&

#":

(

5

嗜

酸性粒细胞相对计数
&

&$:

(

6

嗜碱性粒细胞相对计

数
&

E:

(

7

2 Ŷ̂

&

;%$50

(

8

2 X̂

&

#&$50

或
%

=$50

(

9

F+d>̂ X

&

&&:

(

:

红细胞直方图出现双峰

或多峰(

;<=

红细胞直方图出现
%

"$50

小红细胞(

;<>

血

小板直方图尾部出现锯齿$拖尾样改变且尾部抬高大

于峰值的
&$:

(

;<?

血小板计数
&

%$$@#$

<

"

0

(

;<@

提示

有核红细胞(

;<A

原始或幼稚细胞报警(

;<B

异型淋巴细

胞报警(

;<C

明确为血液病患者(

;<D

医生或患者对结果

提出质疑并要求复片'其中
7&;<=

为新增复检规则'

通过验证#复检规则假阴性率
%

":

#符合0全国临床

检验操作规程)第
E

版*1中血细胞分析显微镜复检标

准%

#$

&

')

&

*增加复片岗工作人员')

;

*完善新聘$轮岗

临检人员岗前培训考核方案!增加形态学培训考核内

容#新聘$轮岗人员必须通过理论$技能考核后方可授

权上岗')

E

*完善在岗人员培训考核方案!每半年对

在岗的临检人员至少进行一次形态学培训(每年对在

岗人员进行细胞分类比对$形态学室间质评考核()

"

*

邀请市内形态学专家来院进行专题讲座$组织-三基

三严.形态学岗位练兵活动#提高临检人员血常规形

态学正确识别符合率()

=

*购入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流

水线$购入全自动推片染色机用于血常规标本的推片

与染色#实现血涂片制备及染色标准化()

?

*调整血细

胞分析仪$显微镜摆放位置#缩短标本运送时间()

%

*

将临检人员复检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B3C3D

"

检查阶段
"

在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E

日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后#统计本院检验

科
#E$$

例血常规中检出异常形态学的报告数#并收

集相应的
#E$$

例血常规标本#全部进行显微镜复检#

再次统计其真阳性例数和假阴性例数#计算检出率!

检出率
c

真阳性")真阳性
j

假阴性*

@#$$:

'

B3C3E

"

处理阶段
"

处理阶段是
\+̂ '

循环的关键阶

段#在
\+̂ '

循环流程中#实施有效环节设成标准化

程序#并持续监控#对不合格$不规范的措施予以纠

正%

##

&

'每月对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进行统计分

析#不断持续改进#提高检验科异常形态学检出能力'

B3D

"

观察指标
"

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前后对血

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结果进行详细记录并对比分析'

B3E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研究数据均采用
.\..#<3$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

N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

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前血常规异常形态学

检出率仅为
E<3=:

#实施后检出率为
%%3":

#实施前

后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N

%

$3$"

*'见表
#

'

表
#

""

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前后血常规异常

"""

形态学检出结果对比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调查日期
&$#=>$E>&"

至
&$#=>$">$#&$#=>#$>&"

至
&$#=>##>$#

调查总例数)

%

*

#E$$ #E$$

真阳性例数)

%

*

#&% &&;

假阴性例数)

%

*

#;$ &<

实际阳性总数)

%

*

&"% &"&

检出率)

:

*

E<3= %%3"

D

"

讨
""

论

""

在临床上#血细胞形态学检查是诊断疾病的有效

手段#是血液常规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而言#

健康人的造血器官和血液中各种血细胞的形态及数

量均有一定的特点及范围#通过对血细胞形态和数量

的变化来评估人体造血器官$血液的功能与结构是血

液相关疾病的重要诊断方式#也是临床应用最多$最

基本的诊断方式'血细胞形态学检查是直视血细胞

数量变化和细胞形态变化的检验#同时又有临床信息

可参考#对许多病理的评判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被

誉为-金标准.

%

#&

&

'

本科运用
\+̂ '

循环管理模式#验证$调整了血

常规复检规则#完善了新聘$轮岗$在岗人员培训及考

核方案#提高了工作人员形态学识别能力#增加了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全自动推片染色机等仪器设

备#增加了复片岗人员#优化了血常规检测流程#调整

了血细胞分析仪$显微镜摆放位置#缩短与标本接收

处距离#缩短了标本运送时间#将临检人员复检执行

情况纳入了绩效考核#实施
\+̂ '

循环管理模式后血

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与实施前相比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N

%

$3$"

*'本科室将进一步加强血常

规检测的各个环节管理#如每年对血常规复检规则进

行验证$调整#保证其假阴性率
%

":

#每半年对血常

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不断持续

改进#使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进一步提高#更好

地服务于患者#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血常规报告'

E

"

结
""

论

""

采用
\+̂ '

循环管理模式#本院检验科对血常规

复检规则进行了调整)假阴性率
%

":

*#临检人员形

态学识别能力明显提高#优化了检验科工作流程#完

善了人员及设备配置#血常规异常形态学检出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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