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定允许偏倚的
"

"

9

作为
C7

的最低可接受限#或采用累计的

总
C7

或实验室规定的
;L

计算
C7

#绘制新的质控图)

@0I

!

失控分析
!

室内质控的评价有以下几个指标!$

"

%有一定

的失控和$或%警告发生比例&$

!

%能分析和找出失控原因#并能

给予纠正&$

$

%警告和失控频率逐步减少&$

9

%能不断缩小
;L

)

在工作中笔者经常遇到失控现象发生#根据经验能基本判断失

控原因#对主要的失控原因分析如下)

@0I0@

!

试剂方面
!

$

"

%是否更换批号#更换试剂批号后是否重

新定标&$

!

%试剂是否过期#开瓶时间是否过长#配套试剂及辅

助试剂是否在有效期内&$

$

%保存是否正确#冰箱温度是否有变

化#试剂是否有明显变质&$

9

%试剂定标是否超过有效期)

@0I0A

!

定标品及定标
!

$

"

%是否更换批号#若有更换#新批号

定标品是否有内容$使用要求%的变更#新批号定标品设定值是

否正确&$

!

%定标品是否过期#开瓶时间是否过长#是否反复使

用&$

$

%定标品保存是否正确#冰箱温度是否有变化#定标品是

否有明显变质&$

9

%定标值$光量子值%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

%

定标时限是否过期或设定过长)

@0I0B

!

质控品
!

$

"

%是否更换批号#若有更换#新批号质控品

的靶值是否重新设立&$

!

%质控品是否过期#开瓶时间是否过

长#是否多次使用&$

$

%保存是否正确#冰箱温度是否有变化#质

控品是否有明显变质&$

9

%质控品使用前处理是否正确)

@0I0C

!

仪器及外部状况
!

$

"

%近期仪器是否使用情况正常&

$

!

%近期是否进行了仪器的维护和保养&$

$

%实验室温度+湿度

是否在控#实验室用水是否符合要求&$

9

%电压是否有波动#是

否使用不间断电源$

*&R

%)

@0I0H

!

员工及操作状况
!

$

"

%近期操作员工是否有变更&$

!

%

操作员工是否按操作标准操作规程$

R̂ &

%进行操作&$

$

%操作

员工对关键操作步骤是否掌握)

表
"

!!

!%"9

年质量改进后
%

8,'T

的质控结果

月份
N

$

F;G

"

Q

%

C7

$

F;G

"

Q

%

;L

$

2

%

7

月
/099 "01/ ".0/7

/

月
70.% "0"" "90"%

.

月
70/. %0#! 109"

"%

月
70!1 %0#% 10/$

""

月
70%% %091 10#9

"!

月
10#9 %09/ 70$7

@0J

!

质控数据及质控图分析
!

当有失控发生时#应根据实验

室设立的失控规则进行失控类型分析#并根据近期数据是否有

倾向性变化#同方向+异方向#变化是否存在规律性#近期
"!5

警告是否有所增加或过多等来进行趋势及参数分析#评价参数

是否设置合理)月末对当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当月
C7

和

;L

与上月比较是否存在大的波动#分析造成波动的原因并提

出降低
;L

的对策)

A

!

室内质控案例分析

!!

两个水平总
%

8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8,'T

%的室内质控

品分析显示#低水平的质控品质控结果波动较大#

!%"9

年
1

月

;L

为
!%0"92

#

C7

值为
"07%F;G

"

Q

#分析原因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质控品不是专人配制&$

!

%试剂盒定标不规范+定标品

未按照说明书要求保存&$

$

%操作人员未严格按照
R̂ &

进行操

作)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进行了以下整改措施!$

"

%严格按要求

实施仪器的日保养+周保养+月保养各项要求#保证正常运行&

$

!

%新试剂盒装载上机前#须轻轻地倒转试剂盒多次以混合试

剂盒内的成分&$

$

%校准品要求
f!%b

冷冻保存#为避免反复

解冻#将新收到的校准品分装后再冷冻保存#每次使用前取出

分装好的校准品在室温下解冻并稳定
!A

#缓慢混匀后使用#这

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校准品的稳定性#从而获得满意的校正

曲线&$

9

%质控品固定人员配制#严格按前文描述规范操作)质

量改进后#总
%

8,'T

低浓度水平室内质控的
;L

明显下降#从

.

月起各月份
;L

降至
/0$$2

以内#达到了本室的质控目标#

说明针对此项目质量问题的分析及所提出的改进措施有效)

质量改进后
%

8,'T

的质控结果#见表
"

)

B

!

小
!!

结

!!

室内质控是保证检验质量最有效的监控措施#室内质量控

制不仅仅对质控品的测量#更要求对质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

总结#才能真正起到监控作用)除了室内质控还要对实验室进

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将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贯穿于整个检测

过程中'

$8#

(

)检测失控时应仔细分析+查找原因#并及时给予纠

正)在全面+完整的记录基础上#大部分的失控可以找到原因)

做好质量控制是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因

此#制定相关的检测质量控制解决方案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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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与实验室管理!

全自动医院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的应用评价

吴艳凌!吕
!

炜#

!韩崇旭!韩东升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江苏扬州
!!#%%"

#

!!

!"#

!

"%0$.1.

"

3

045560"17$89"$%0!%"#0!$0%1/

文献标识码"

P

文章编号"

"17$89"$%

"

!%"#

#

!$8$#%$8%$

!!

静脉采血作为临床诊断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成为了检验

科的主要工作之一)门诊静脉采血一向具有人流量大+高峰期

集中+患者等候时间长等特点)而工作人员长期在嘈杂的环境

及患者急躁的催促下#注意力难以一直集中#容易导致心理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6>WQ@IS=J

!

X=E=FI=B!%"#

!

Y;G0$1

!

Z;0!$



力大#工作效率低#发生穿刺不成功#错用试管等问题#造成医

患纠纷)本科室在
!%"9

年
"%

月开始使用日本
:S'P'(̂ 8

P̂ /%%%

全自动医院智能采血管理系统#使用后工作人员错误

发生率下降#工作效率上升#患者满意度增加'

"

(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资料来源
!

!%"$

年
""

月至
!%"9

年
9

月本院门诊静脉采

血患者数量及高峰期采血人员数量#

!%"9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静脉采血患者数量及高峰期采血人员数量#采血时间均

为
7

!

%%

#

"!

!

$%

#高峰期为
/

!

%%

#

"%

!

%%

)采血人员均为工作

"%

年以上的熟练人员)

@0A

!

方法

@0A0@

!

以往采血流程
!

!%"$

年
""

月至
!%"9

年
9

月本院门诊

静脉采血患者采用该流程)医生通过医院信息系统$

,)R

%提

交检验申请单#患者或家属交费后#凭导诊单到化验室外自动

取号机上取号#等候叫号抽血)工作人员叫号后#患者递交导

诊单#由护士扫描导诊单上病历号或手动输入病历号#打印检

验项目条形码#核对条形码信息后#选择相应项目所需要的试

管并粘贴到试管上'

!

(

)再核对患者信息#进行采血)患者凭条

形码回执拿取报告单)高峰期时#在每个窗口专门增加了负责

条码打印的护士#负责提前打印+粘贴患者所需检验项目的条

形码#并核对好患者信息后#将试管递交给窗口的采血护士#采

血护士再进行采血)

@0A0A

!

全自动医院智能采血管理系统流程$以下简称智能采

血流程%

'

$

(

!

!%"9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静脉采血患者

采用该流程)医生通过
,)R

系统提交检验申请单#患者或家

属交费后#凭导诊单到化验室前台预约登记采血#前台人员核

对患者检验项目#处理并打印叫号单#患者执叫号单在等候区

坐等叫号&同时电脑将信息传输至主机#机器依据相应信息自

动选取相应项目所需要的试管#自动打印检验项目条形码#并

自动粘贴到试管上#机器再将粘贴好条形码的所有试管和叫号

条码一起装入小采血盒内)护士按采血台旁的按钮#采血盒便

随传送带依次送至已准备好的护士面前)护士扫描叫号条码#

候诊区大屏幕显示相应号码+患者姓名和相应采血窗口#人工

语音呼叫相应号码+患者姓名到相应采血窗口)患者至相应窗

口#护士确认叫号单#核对所有信息无误后即可进行采血)患

者凭叫号单拿取报告单)

@0B

!

观察指标
!

分别统计两个时期内门诊静脉采血患者数

量#高峰期采血患者数量#正常采血工作人员数量#高峰期采血

人员数量#不合格标本数#患者满意度)

@0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比

较分析#

M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0@

!

两种采血流程高峰期采血能力比较
!

使用智能采血管理

系统后#高峰期采血完成率由原来的
9/0/72

增长至
#/0/.2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V"/%$0!"

#

M

'

%0%"

%)见表
"

)

表
"

!!

两种采血流程高峰期采血完成率比较

采血流程
采血患者

总数$

)

%

高峰期采血

患者数$

)

%

高峰期采血

完成率$

2

%

以往采血流程
/1"/" 9!"!% 9/0/7

智能采血流程
.!7!% #91%% #/0/.

A0A

!

两种采血流程高峰期所需人员比较
!

使用智能采血管理

系统后#高峰期采血人员数量从以往的
7

#

.

人下降至
9

#

1

人&打印条形码的工作人员从
7

#

.

人变为不再需要打印条形

码的工作人员)

A0B

!

两种采血流程不合格标本率比较
!

使用智能采血管理系

统后#标本不合格率由
%097r

下降至
%0%9r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V170"!1

#

M

'

%0%"

%#说明采用智能管理系统降低了不

合格标本的产生)见表
!

)

表
!

!!

两种采血流程不合格标本率比较

采血流程
采血试管

数量$

)

%

不合格标本原因

错用试管数$

)

%漏采试管数$

)

%

不合格率

'

)

$

r

%(

以往采血流程
"7$.1$ 1. "9 /$

$

%097

%

智能采血流程
"/1!$. / % /

$

%0%9

%

A0C

!

两种采血流程患者满意度比较
!

采用以往采血流程#从

!%"$

年
""

月至
!%"9

年
9

月每月患者满意度分别为
.#092

+

.10$2

+

.#012

+

.1012

+

.10"2

+

.#0$2

#总满意度为
.#0//2

&

使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后#从
!%"9

年
""

月至
!%"#

年
9

月每

月患 者 满 意 度 分 别 为
.70$2

+

.10.2

+

./0$2

+

.7012

+

.70$2

+

.70.2

#总满意度为
.70##2

#较采用以往采血流程时

提高)

B

!

讨
!!

论

!!

本科室集中采血处承担着医院所有检验项目静脉血液的

采集工作#快捷+便利+规范的静脉采血是检验科提高患者满意

度的重点工作之一)本院目前为扬州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医院#日门诊量随医院的发展日益增长#最高可达
7%%%

人次)

静脉采血量大约有
#%%

#

7%%

人次#平均每例就诊者
$

#

9

管血

液标本)面对日益增多的采血量#本科室从排队等候采血发展

到叫号等候采血&从化验申请单发展到条形码+导诊单&从最初

的
9

名人员发展到现在的
1

名人员#传统的采血叫号方式已不

能满足工作需要)在使用全自动医院智能采血管理系统后#采

血人员工作效率明显提高#错误发生率明显下降#患者满意度

也相应提高'

9

(

)通过积累及总结#对该智能系统在实际工作中

的优势作如下分析)

更方便患者有序采血'

#81

(

)在以往的采血叫号流程中#由

于患者自取号码#部分患者取多个号码#造成资源浪费&还有部

分患者不按号排队等候#插队采血#经常造成患者间的争吵#使

采血环境嘈杂#采血秩序混乱#常常需要多人维持)智能采血

管理系统使用后#患者持有唯一号码#坐等叫号采血#秩序良

好)

更方便照顾特殊情况患者采血)以往叫号系统不能识别

老人#需要开辟特殊窗口优先采集年老体弱者的血液标本&而

智能采血管理系统可自动识别
7%

岁以上老人#给出优先号码#

在等候队列里自动调整#给予优先照顾#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

争吵)

大大提高了采血人员的工作效率)与以往流程相比#新系

统所需工作人员大大减少#采血工作人员在良好的工作环境

下#提前呼叫下一例患者#患者可提前做好准备#加快了采血速

度#工作人员能也无需粘贴条形码#更能专注于采血#工作效率

明显上升)

可以更好地防止错误发生)以往工作人员长$下转封
$

%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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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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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上接第
!"#$

页"

作用#在乳酸杆菌生长过程中$裂解磷状上皮中的糖原产生乳

酸%过氧化氢$维持阴道
%

&

值在
!'"

!

('"

$抑制病原微生物生

长#女性
)*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乳酸杆菌过度生

长$大量分解磷状上皮中的糖原$导致大量磷状上皮细胞破碎$

产生磷状上皮细胞碎片和裸核有关&

+

'

#此外$乳酸杆菌过量生

长$产生的乳酸和过氧化氢大量增加$降低阴道
%

&

值$破坏阴

道微生态平衡#

)*

可使患者出现大量白色阴道分泌物%外阴

瘙痒%烧灼感%排尿困难%性交痛#

!

!

)*

的临床症状

患者通常出现外阴疼痛%外阴烧灼痛%排尿困难和性交痛(

体征表现为外阴轻微的红斑%水肿%大量白色阴道分泌物$重者

阴道分泌物呈白色豆渣样$症状和念珠菌性阴道病非常相似#

症状的发作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在月经前黄体期加重$直到月

经期开始后$由于经血的冲洗使阴道
%

&

升高$患者症状会有

所缓解#

"

!

)*

镜检

)*

白带常规检查)!

+

"湿片镜下)可见少量白细胞(溶解

磷状上皮细胞$如破损磷状上皮细胞%磷状上皮细胞碎片%裸

核(湿片上加
+

滴
+#,

氢氧化钠$磷状上皮细胞溶解过程中可

见大量杆菌(未见滴虫%菌丝和孢子#!

-

"油镜下)可见磷状上

皮细胞碎片%完整的上皮细胞裸核%大量乳酸杆菌(少量白细

胞(未见滴虫(未见菌丝和孢子(未见线索细胞(注意乳酸杆菌

覆盖上皮细胞出现*假线索细胞+与加德纳杆菌形成线索细胞

相区别&

-

'

#

#

!

临床症状与白带检查报告单结合诊断

患者主诉)外阴疼痛%外阴烧灼痛%排尿困难和性交痛(体

征检查)外阴轻微的红斑%水肿%大量白色阴道分泌物或白色豆

渣样(清洁度)

"!#

度$大多数患者为
"

度(上皮细胞!

..

!

...

"(白细胞少许!

/

!

.

"(杆菌!

...

!

....

"(滴

虫!

0

"(菌丝和孢子!

0

"(线索细胞!

0

"#患者症状同白带常

规报告结合诊断患者为
)*

$注意与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

**)

"相区别$避免临床门诊医生因患者出现白色豆渣样白

带$症状同
**)

$白带常规报告未发现菌丝和孢子$而发生误

诊&

!

'

#

因此$临床医生应掌握
)*

的发病机制$详细询问患者症

状$仔细检查患者体征$并行白带常规检测#通过白带常规报

告单与患者临床症状有机结合$诊断治疗
)*

$提高诊断准确

率$避免过度治疗$切实解除患者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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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嘈杂的环境及患者急躁的催促下工作$难以一直集中注意

力$常会发生错用试管%粘贴错误%漏粘条形码等问题$造成医

患纠纷#新系统依据患者导诊单信息$自动生成相应号码$自

动打印相应条形码$自动粘贴条形码$工作人员只需核对患者

叫号单上信息无误后$即可专注采血$错误发生率明显减少#

偶尔发生错用试管的情况$经查均是由于肾素项目所需抗凝管

在机器系统中设置错误所致$查明原因后错误发生率几乎为

零#

可以更好地促进采血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以往流程工

作程序烦琐$再加上患者比较急躁$工作人员心理压力较大$与

患者容易发生争吵#新系统使用后$工作人员采血程序较以往

简单$工作环境较以往轻松安静$工作人员更能愉悦地工作$这

样就有效于医患沟通$有助于放松患者紧张的心情$有助于工

作人员向患者交待一些注意事项$有助于工作人员交待患者拿

取报告单的时间$患者满意度随之上升&

5

'

#

全自动医院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的全面应用$不但使本科室

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而且有益于患者就诊流程的优化$减少医

患矛盾$促使医院管理向着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方向发

展$非常值得推广应用&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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