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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调查并分析急诊血凝标本的实验室周转时间"

242

$以及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方法!从而提高

临检中心对临床的服务质量&方法
"

应用实验室信息系统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急诊血凝标本
242

的相关数据&统计关于标本申请到采样"

2!

$%采样到送出

"

2"

$%送出到接收"

2&

$%采样到接收"

2$

$%接收到报告"

21

$%采样到报告"

2)

$

)

个指标
242

的中位数和第
(%

百分位数&以
"5

作为
2$

和
21

的规定时间!

$5

作为
2)

的规定时间来计算标本的不及时率!对
242

进行统

计学描述&结果
"

共纳入
.!1!

份急诊血凝标本!用时最长的是
2!

的时间!其中位数为
.':+-

!第
(%

百分位

数为
!&1:+-

#用时最短的则是在实验室内标本
21

的时间!其中位数为
1):+-

!第
(%

百分位数为
!"!:+-

&肾

脏科和肝脏科的
2!

时间长!而在急诊内科和重症监护病房用时较短&在时间上!

$

'

%%f1

'

1(

采集的标本用时

最长!

!%

'

%%f!!

'

1(

及
!)

'

%%f!(

'

1(

签收的标本!其
21

的
242

较长&在不同采样时间段急诊血凝的标本量

与
2$

没有相关性!但是不同接收时间段急诊血凝标本量与
21

呈强正相关关系&结论
"

通过对急诊血凝
242

的数据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做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缩短标本的
242

时间&

关键词"周转时间#

"

急诊血凝#

"

实验室信息系统

!"#

!

!%#&()(

"

*

#+,,-#!).&/$!&%#"%!(#!&#%&&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章编号"

!).&/$!&%

"

"%!(

$

!&/!)1(/%$

文献标识码"

I

""

实验室周转时间(

242

)$在
JSZ!1!'(

中被定义

为,经历检验前#检验和检验后过程中的
"

个指定点

之间所用的时间-

&

!

'

$该数值是评价实验室服务质量

的首选指标%随着医院对实验室管理的注重$

242

的重要性也随之体现&

"

'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

242

的统计及分析作为日常规范化的监督与管理$

并一直研究和探索来改进
242

%本实验通过对急诊

血凝
242

的统计分析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提

出改进方法$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数据来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实

验室信息系统导出的急诊血凝
242

相关数据$时间

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是国内首个通过第
1

版
KPJ

认证的集

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于

"%!.

年
!

月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是国家,

"!!

工程-和,

('1

-工程建设单位%本次共收集到
.!1!

份

急诊血凝标本$包括申请到采样(

2!

)#采样到送出

(

2"

)#送出到接收(

2&

)#采样到接收(

2$

)#接收到报

告(

21

)#以及采样到报告(

2)

)

)

个指标的
242

%

:#;

"

方法
"

由于
242

分布是带有阳性倾斜的非高

斯分布(尾部向右)$意味着首选的度量指标是中位数

和尾侧数据&

&

'

%在
242

的度量指标中$不应仅局限

于在整体数据的中位数(

G

1%

)上$在临床实验室中$还

应监测反映尾侧数据的第
(%

百分位数和报告不及时

率&

$

'

%因此$本次实验直接从医院实验室信息系统统

计出各阶段
242

的中位数$

G

(%

和不及时率%计算不

同科室
2!242

的第十百分位数(

G

!%

)#第二十五百

分位数(

G

"1

)#第七十五百分位数(

G

.1

)#

G

(%

以及不及

时率$急诊血凝标本在不同采集时间段的
2$

和
21

242

的
G

!%

#

G

"1

#

G

1%

#

G

.1

#

G

(%

%采用
S

>

6=?:=-

相关

进行相关性分析%

;

"

结
""

果

;#:

"

急诊血凝不同阶段的
242

"

在所统计的
)

个

月内$共计
.!1!

份急诊血凝的标本$统计结果见表

!

%在标本的申请到报告期间$主要分为
&

个阶段$即

2!

#

2$

#

21

$用时最长的是
2!

的时间$接下来是
2$

的时间$用时最短的则是在
21

的时间%

;#;

"

"

周内每日急诊血凝标本
242

统计
"

在
"

周

内$

'%[

的标本可以在采样后
"5

内被签收$而
(%[

的标本可以在接收后
"5

内发出报告$甚至有
&;

是

!%%[

的及时率%为了进一步研究急诊血凝的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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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标本量有关系$故将
)

个月内日标本量与
2$

#

21

#

2)

均进行了
S

>

6=?:=-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急诊

血凝的日标本量与
2$

呈强正相关关系(

G

1%

!

Gc

%#%%1

$

9

,

c%#.%&

*

G

(%

!

Gc%#"'.

*不及时率!

Gc

%#'%1

)$与
21

无相关性(

G

1%

!

Gc%#.)$

*

G

(%

!

Gc

%#..)

*不及时率!

Gc%#.(&

)$与
2)

无相关性(

G

1%

!

Gc%#!%.

*

G

(%

!

Gc%#!%)

*不及时率!

Gc%#"$.

)%见

表
"

%

;#<

"

不同科室血凝急诊标本申请到采样
242

的统

计
"

肾脏科#肝病科有
1%[

的标本超过
!%%%:+-

$而

血液科有
1%[

的标本超过
'%%:+-

$在急诊内科和重

症监护病房(

JP\

)均有
.1[

的标本在申请后
"5

时内

被采集%见表
&

%

表
!

""

不同时间段周转时间的
G

1%

和
G

(%

%

:+-

&

242 G

1%

G

(%

2! .( !%."

2" ") .&

2& !) $"

2$ .' !&1

21 1) !"!

2) !&. ""(

表
"

""

"

周内每日急诊血凝标本
242

统计

日期

(

"%!'

年)

血凝标本数

(

&

)

急诊血凝

标本数(

&

)

2$

G

1%

(

:+-

)

G

(%

(

:+-

)

不及时率

(

[

)

21

G

1%

(

:+-

)

G

(%

(

:+-

)

不及时率

(

[

)

2)

(

:+-

)

G

1%

(

:+-

)

G

(%

(

:+-

)

不及时率

(

[

)

!

月
.

日
$1 "" "( ." $#.) )! !!1 )#). !%& !)" $#11

!

月
'

日
!1$ $& $' !1& !&#(1 '" !!. !%#.! !"" ""' !!#)&

!

月
(

日
!$) $" $) '! "#)& .$ !1' !'#%% !"! "%. $#.)

!

月
!%

日
!&" &( 11 "$! "%#%% 1( '( %#%% !%( "'. !"#'"

!

月
!!

日
!!) &! &1 ." %#%% .1 !!. (#.) !%$ !$& %#%%

!

月
!"

日
!%% &( $& !$. !.#!$ '" !&% "%#%% !") "") .#)(

!

月
!&

日
!%' ") "( .% '#&& .& !%) %#%% !!% !). .#)(

!

月
!$

日
$% "" &) !"' "%#%1 '' !$& (#"$ !"$ !'1 !%#%%

!

月
!1

日
!.. $& 1$ .. $#'' (( !$" '#.1 !1& "%" )#('

!

月
!)

日
!&) &) .1 !($ !'#!' )' (& %#%% !&" """ '#&&

!

月
!.

日
!!1 $% $$ !"! !&#'( '" !1" "$#%% !"' "&) !%#%%

!

月
!'

日
!1! $% )' "&1 !)#). ." !&) (#'% !&" "(. !.#1%

!

月
!(

日
!&$ $& 1& "%! !1#.( )! (! &#'1 !"" "!) !!#)&

!

月
"%

日
!%% $. $. '( &#%& .% !%1 )#!" !!) !.! %#%%

表
&

""

不同科室血凝急诊标本申请到采样

"""

242

的统计%

:+-

&

科室 血凝标本数(

&

)

G

!%

G

"1

G

1%

G

.1

G

(%

肾脏科
&%' $1 ".! !%'' !&&( "&'"

风湿科
&'$ ( "! '. !%1% !"'1

血液科
!!." "" !%. '!% (1) !%)%

JP\ !!(1 !' $% '! !!) "."

急诊内科
1&" & $ ' !1 "(

新生儿
JP\ ")' ( & 1& !)1 &!&

肝病科
!(' ") (%$ !%&1 !"') !$$)

;#=

"

不同时间段采样急诊血凝标本
2$

和
21

的

242

统计
"

在
$

!

%%f1

!

1(

采集的标本花费的时间

最长$

)%[

左右的标本不能在
"5

内送出并被签收%

而在
'

!

%%f!.

!

1(

的标本有
(%[

可以在
"5

内送出

并签收%在
!%

!

%%f!!

!

1(

及
!)

!

%%f!(

!

1(

签收的

标本$其接收到报告的
242

比其他时间段要长$

1%[

的标本均超过
"5

$其不及时率均大于
"1[

%标本接

收到报告相对较短的时间是
""

!

%%

到次日
!

!

1(

%应

用
S

>

6=?:=-

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在不同采样时间

段急诊血凝的标本量与
2$

没有相关性(

G

1%

!

Gc

%#$!)

*

G

(%

!

Gc%#%1"

*不及时率!

Gc%#%'$

)$但是不

同接收时间段急诊血凝标本量与
21

呈强正相关关系

(

G

1%

!

Gc%#%%1

$

9

,

c%#.$)

*

G

(%

!

Gc%#1%1

*不及时

率!

Gc%#$!.

)%见表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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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急诊血凝标本在不同采样时间的
2$

统计

采样时间段
急诊血凝

标本数(

&

)

2$

G

!%

(

:+-

)

G

"1

(

:+-

)

G

1%

(

:+-

)

G

.1

(

:+-

)

G

(%

(

:+-

) 不及时率(

[

)

%%

!

%%f%!

!

1( !() !$ &! )& !"$ "$& "1#1!

%"

!

%%f%&

!

1( ($ !$ &% .' !%. !(1 "&#$%

%$

!

%%f%1

!

1( '' "( '% !$' !(( "1. )!#&)

%)

!

%%f%.

!

1( "%! && 11 !%( "%& &%) $1#).

%'

!

%%f%(

!

1( !"') "% $" )! '" (( $#1!

!%

!

%%f!!

!

1( ("" !$ &) )& '( !%( 1#(.

!"

!

%%f!&

!

1( ""! . !. &$ )) !!) (#)1

!$

!

%%f!1

!

1( '(" !% "( 1" .' !%! 1#&'

!)

!

%%f!.

!

1( $)% !" "& $& )( !%) )#1"

!'

!

%%f!(

!

1( "$1 ' !. && '% !") !"#)1

"%

!

%%f"!

!

1( !(" ( "" &) .& !&( !"#1%

""

!

%%f"&

!

1( !$1 !$ "" &1 1. !$& !"#$!

表
1

""

急诊血凝标本在不同接收时间的
21

统计

接收时间段
急诊血凝

标本数(

&

)

21

G

!%

(

:+-

)

G

"1

(

:+-

)

G

1%

(

:+-

)

G

.1

(

:+-

)

G

(%

(

:+-

) 不及时率(

[

)

%%

!

%%f%!

!

1( &$1 "% ". &) 1) '" &#!(

%"

!

%%f%&

!

1( !.& !( "1 &' ). !"' !&#"(

%$

!

%%f%1

!

1( !$& "& ") &' (% !&$ !1#&'

%)

!

%%f%.

!

1( &%) "% "1 $% .) !!. (#!1

%'

!

%%f%(

!

1( !$!! 1$ )) '! (' !"1 !"#)"

!%

!

%%f!!

!

1( !!'! 1( .$ (& !"! !1! "1#"&

!"

!

%%f!&

!

1( $'" $. )% '& !%! !&% !1#!1

!$

!

%%f!1

!

1( !"&) $' 1( .) () !"" !%#"'

!)

!

%%f!.

!

1( .1& 1. .$ (1 !"" !1! ".#&)

!'

!

%%f!(

!

1( $(( $$ )! '' !"! !1' "1#$1

"%

!

%%f"!

!

1( &)& ") &. )% '. !". !"#!"

""

!

%%f"&

!

1( "1( "! "( &' )! (. $#!1

<

"

讨
""

论

""

国内外相关文件都提出了检验报告应及时的重

要性并做出相关规定$

242

影响着患者和临床医生

对检验的满意程度&

1

'

%患者有权利按照相关医疗机

构规定的获取报告时间及时获得检验结果&

)

'

%

242

的监测应该对检验全程进行监测$包括检验前#检验

中#检验后的各个阶段$这样才能找准
242

出现不及

时的原因$应对检验全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实时监

控$才能有针对有目的地进行改进&

.

'

%而关于实验室

242

的监测$各个医院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由于中

间的环节众多$管理难度相对较大$且实验室标本量

日益增长$尤其是各个儿科医院$如果仅靠人工收集

和计算数据几乎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实验室信息系统

的发展在质量的监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导致

242

延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是否有清晰的医嘱#

采样是否正确#运送过程是否存在延误#设备配置是

否齐全#检验速度是否迅速#人员技术素质是否具备#

报告是否及时审核等$每一个环节如果存在问题$都

会导致
242

的不及时&

(

'

%

不同阶段的
242

是存在差异的$在本次研究中

标本
21

的时间短于
2$

的时间$在所有阶段中$标本

的
2!

的时间最长$此阶段不可控因素较多$尤其是患

者人数较多$导致采样不及时$此阶段也非常值得关

注及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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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对标本量大于
!(%

份的临床科室的

申请到采样的时间进行统计$其中肾脏科#肝脏科#血

液科标本的
2!

时间较长%为了缩短
242

的时间$

应该及时与
2!

时间较长的科室沟通$建议采血组的

护士及时采血并及时对人员进行调配$来应对患者较

多的情况$以免导致采样后检验阶段的时间延误%笔

者通过对肾脏科#血液科的沟通$统计了
"%!'

年
$f)

月的数据$在之后的
&

个月的
2!

时间明显缩短$仅有

"%[

的标本
2!

的时间超过
'%%:+-

$相较之前有所

提高%

在不同时间段的
242

分析当中$在
$

!

%%f1

!

1(

期间标本采集的不及时率高$需要和临床医生进行沟

通并采取相应措施%在
!%

!

%%f!!

!

1(

及
!)

!

%%f

!(

!

1(

签收的标本其不及时率较高$

1%[

的标本均超

过
"5

$这
"

个时间段均为换班阶段$分别是日班和连

班以及日班和中班的换班交接时段$可能由于交接班

时出现的标本检验延误$建议检验人员做好交接班工

作$避免标本的检验延迟以及报告审核不及时$导致

242

的超时%通过对检验人员进行详细培训$重点

提出在交接班时$检验人员应提高对交接的标本及时

检验的意识$通过
&

个月的努力$初见成效$

'%[

的标

本均能在
"5

内发出报告%

研究结果显示$急诊血凝的日标本量与
2$

呈强

正相关关系$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患者较多$标本量大$

造成标本采样后运送不及时$导致
2$

的
242

升高$

应及时与转运中心的工作人员沟通$加强运送人员对

标本
242

的重视$并且需要增加人手或者通过统一

标准的培训来增强标本转运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急诊

标本的意识&

!%

'

%

在本次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此次共

纳入了
)

个月
.!1!

份的急诊血凝标本$而
242

的

分析应该是持续进行检测才能分析得更准确%其次$

本次主要是对检验前和检验中的延迟做分析$而对检

验后的延迟没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患者

人数较多$医生延迟查看报告$以及患者自身的延

误&

!!

'

%而在改进方面$时间较短$只能针对部分科室

进行重点改进$虽然有成效$但不是特别明显$可以按

照本研究建议的方法持续改进$且儿科医院的患者人

数较多$只能先部分改进$再进行总体改进%

应合理使用实验室信息系统定期进行实验室

242

监测$尽早发现问题$有效提高实验室的工作质

量以及临床医生和患者的满意度&

!"

'

%笔者通过对急

诊血凝
242

的数据分析$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导致不及时的原因有哪些$从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

施$缩短标本的
242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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