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蔡长争#男#研究员#主要从事质量控制与标准化规范研究(

!论
!!

著!

分析后质量控制在临床检验工作中的重要性

蔡长争!

!陈爱平"

!匡文斌!

!舒少为!

"

!#

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

检验科$

"#

妇科!广东深圳
/!1!!%

%

!!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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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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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检验分析后质量控制在检验工作中的重要性&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医生反馈到

检验科的
'/%

份不合格检验报告单!分析不合格检验报告单产生的原因&结果
!

'/%

份不合格检验报告单中!测定结果与临床诊

断不符
!&(

份!占
0$#&2

$漏检'错检项目
!'(

份!占
00#!2

$无送检者或未注明送检科室
&"

份!占
!0#12

$达到危急值未复查或

已复查未注明
0&

份!占
1#%2

$标本有脂浊'黄疸等未注明
!1

份!占
'#%2

$标本类别错误
!&

份!占
0#&2

&结论
!

报告单发出前

需认真执行检验分析后质量控制制度!规范操作规程!认真核对每一份检验报告单!明确责任!提高责任意识!为临床提供一份合

格的检验报告单&

关键词"分析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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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前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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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普及应用及检验信息系统

的不断完善#医学检验工作正逐步走向自动化和系统化#分析

中质量控制日趋完善(检验报告单作为整个检验工作的最终

书面体现#是临床医生作为疾病诊断'观察治疗效果'分析病

因'指导临床用药'疾病预防甚至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指标和

参考依据#同时也是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医患的重要凭据)

!

*

(现

将本院检验科所有不合格检验报告单进行分析总结#旨在加强

实验室分析后质量控制#提高检验报告单质量(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医生反馈到

检验科的所有不合格检验报告单
'/%

份(

>#?

!

方法
!

所有待发的检验报告单均严格依照下列程序

进行(

>#?#>

!

规范检验报告单
!

当前是循证医学的时代#检验结果

是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证据#按国际标准化组织$

JM+

&

!/!1(

文件中对分析后质量管理的规定#在出具检验报告时#

一定要字迹清晰'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结果真实有效(检验报

告单上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检验标识和检验方法#患者的姓

名'性别'年龄及具体唯一标识条码号等标识%送检科室'送检

医生的姓名'原始样品采集日期和时间'标本是否合格#标本状

态情况'检验项目是否相符'报告发放日期和时间'检验报告人

员与审核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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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测定结果是否与临床诊断相

吻合#与临床诊断不符要进行复查#及时和临床医生沟通#并对

检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必要情况下建议重新采取标本复

查#避免差错的发生(将综合分析的内容进行书面登记#分析

原因并加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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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标本的保存及处理
!

实验室应将原始样品放置

"

"

1 f

冰箱中保存至少
!

周#特殊项目标本要分离血清

放
d!1f

以下冰冻保存#以便复查#必要时可与重新采集的标

本进行对比分析#对不再用的标本按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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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保存
!

建立档案#保留存根(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0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

!

结
!!

果

分析各种不合格检验报告单的原因!在
'/%

份不合格检验

报告单中#测定结果与临床诊断不符的共
!&(

份#占
0$#&2

#

是造成检验报告单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因漏检及错检项目造成

不合格的共
!'(

份#占
00#!2

#是造成不合格的次要原因%无

送检者或未注明送检单位的共
&"

份#占
!0#12

%达到危急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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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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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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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复查或已复查未注明共
0&

份#占
1#%2

%标本有脂浊'黄疸

等未注明有
!1

份#占
'#%2

%标本类别错误有
!&

份#占
0#&2

(

不同标本类型不合格检验报告单的原因分析#见表
!

(

表
!

!!

不同标本类型不合格检验报告单的原因分析

不合格原因 血液常规类 生化类 体液常规类 免疫类 微生物类 合计

测定结果与临床诊断不符
&! /0 "% "/ !% !&(

漏检及错检项目
0& $/ "% !1 % !'(

达到危急值未复查或已复查未注明
$ "( d d d 0&

标本有脂浊'黄疸等未注明
0 !/ d d d !1

标本类别错误
d !0 d d 0 !&

无送检者或未注明送检单位
"& !$ & !0 d &"

合计
!00 "%" '& /& !0 '/%

!!

d

!无数据(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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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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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报告单不合格原因分析
!

本研究结果显示#测定结

果与临床诊断不符是造成检验报告单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占

0$#&2

&#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

!

&在输液同侧抽血或餐后抽

血%$

"

&标本采集后未及时送检%$

0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X7

..

&规定禁食时间内未禁食%$

'

&肉眼无法观察的轻度溶血%

$

/

&标本张冠李戴(漏检及错检项目是导致报告单不合格的次

要原因$占
00#!2

&#主要是由于报告和审核人员责任心不强

造成(无送检者或未注明送检单位的不合格报告单占
!0#12

#

主要是送检医生在检验申请单上未签名和未写送检科室造成

的(此外#达到危急值未复查或已复查未注明#标本有脂浊'黄

疸等未注明#以及标本类别错误所致不合格报告单分别占

1#%2

'

'#%2

'

0#&2

#其中标本类别错误主要是脑脊液标本和

尿液标本在报告单上写成血清标本(针对上述结果分析#检验

科应采取以下措施(

@#?

!

建立严格的报告发放制度
!

实验室应按
JM+!/!1(

文件

建立完整的报告单发放的标准操作规程$

M+V

&文件#加强报告

人员和审核人员的业务水平及责任心#操作人员与审核建立健

全严格的报告单签收制度#每份报告结果由两位专业人员报告

审核签字后方能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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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检验报告
!

一份完整的检验报告单必须要有清晰

明确的检验标识和检验方法'患者的唯一标识'检验申请者的

科室和姓名'原始样品采集日期和时间'报告发放日期和时间'

标本类别及状态等(检验项目是否正确'是否有漏项'错项#是

否存在负数'超出检测范围的结果是否经过稀释等(在报告审

核过程中对结果高值或低值进行历史查询和复查制度#申请单

上标明复查项目#在复查相符时要在报告单上注明结果已复

查(对超过危急值的结果应立即进行复查#确认无误后由检验

人员立即通知临床医生#并做记录(出现溶血'乳糜的标本也

要在报告单上注明#并在化验单上注明此结果仅对本次标本负

责(报告发出前审核者再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方可发出报告

单(所有的检验报告单都应该由专人负责统一送达(检验科

也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原始申请单及电子报告单的保存

时间'保存方法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要求至少保存
0

年#以便复查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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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分析和解释
!

应与临床间建立联系报告单制度#测

定结果与临床诊断不符要建议重留标本进行复查#并及时和临

床医生沟通#对不符的标本请临床医师写出具体意见#由专业

人员核查落实(此外#还可查阅可靠参考书对不常用的医学检

验参考值和异常结果向临床解释(这些方法对改善检验与临

床的关系'提高工作人员责任心'提高检验质量都很有益)

$

*

(

随着医疗知识的普及和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就诊患者希

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经常让检验科工作人员对所做项目

的结果进行解释(所以要求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要学会根据化

验结果进行病例分析#以便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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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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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召开质量管理会议
!

定期召开由全院各科室主要负

责人参加的质量管理会议#加强分析前质量控制#特别是加强

检验标本采集'保存'送检的质量控制#持续改进检验质量#每

月至少召开一次质量管理会议#认真总结当月的质量工作#发

现问题#及时改正(对于质量手册#每年应进行内部审核#及时

删除不适合目前工作的部分#补充新项目的操作规程#持续提

高检测质量)

(

*

(

@#R

!

原始标本的保存及处理
!

实验室应对原始样品做规定期

限内的保存#标本测定完后#将标本在冰箱中保存
!

周#以便复

查和重新采集标本进行对比分析#对不再用的标本按规定进行

处理(

@#V

!

实验室数据管理
!

要对实验室所做的数据进行妥善管

理#至少保管
"

年(以便进行工作检查'总结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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