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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检验结果的及时性是衡量医学水平和实验室服务的

一个重要指标#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

PKS

%

&#&.%

!

')&'

在内的

国际卫生管理机构也对及时性提出要求'

&

(

*而及时性主要是

通过样本周转时间$

;D?5=?8D5C;3G:

#

7"7

%来评价的'

'

(

*

7"7

分为项目申请)标本采集)标本确认)标本运输)前处理)标本分

析)结果回报)结果分析及根据结果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共
%

个时间段'

1

(

*任何一个环节均有可能会影响
7"7

*目前#针

对急诊检验室在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急诊
7"7

的影响少

有报道*本文就急诊检验室在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急诊样

本运输时间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急诊检验室在医院所处的地

理位置对急诊
7"7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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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急诊科)急诊
P,X

)儿科
P,X

)内科
P,X

和外科
P,X#

个科室的
')&#

年
&

"

.

月急诊样本量最少和最

多月份的急诊样本$包括血常规)凝血和生化%运输时间为例进

行统计*急诊科位于门急诊大楼
&

楼#急诊
P,X

与急诊检验

室同在门急诊大楼
'

楼#儿科
P,X

与内科
P,X

分别位于距离

门急诊大楼约
1)G

远内科楼的
1

楼和
#

楼#外科
P,X

位于距

离门急诊大楼约
&#)G

远外科楼的
#

楼*

@(A

!

方法
!

利用实验室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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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急诊科)急诊
P,X

)儿科
P,X

)内科
P,X

和外

科
P,X#

个科室
')&#

年
'

月和
6

月的急诊样本运输时间进行

统计分析*为了剔除每天
.

!

))

"

&6

!

1)

时间段两种运输模式

可能造成人为等待对急诊样本运输时间的影响#选择只对每天

&6

!

1)

"

'1

!

))

时间段内的急诊样本运输时间进行统计*$预

统计分析发现!本院
')&#

年
&

"

.

月急诊样本量最少和最多的

月份分别为
'

月和
6

月#每天急诊样本主要集中于
&)

!

))

"

&1

!

))

)

&*

!

))

"

'1

!

))

两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急诊样本量较

少*本院急诊样本在
.

!

))

"

&6

!

1)

时间段内采用每间隔
1)

G35

与非急诊样本一起定期运输和有急诊样本时护士电话.中

央运输/再由.中央运输/派专人运输两种模式运输&

&6

!

1)

至

次日
.

!

))

时间段内采用有急诊样本时护士电话.中央运输/再

由.中央运输/派专人运输一种模式运输*%

@(B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LPK

导出相关数据#采用
Tg,TL

'))6

和
KWKK&6()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用
P

检验$

P;:4;

%

分析资料是否成正态分布#对符合正态性分布的数据采用
:_

8

表示#如果数据符合偏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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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急诊科)急诊
P,X

)儿科
P,X

)内科
P,X

和外科
P,X#

个

科室
')&#

年
'

月和
6

月急诊样本运输时间均不符合正态分

布#制作频数分布图发现均呈负偏态分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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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科室
')&#

年
'

月和
6

月急诊样本量分布
!

')&#

年
'

月和
6

月
#

个科室急诊样本量排列顺序基本一致#从少到多依

次为急诊科)急诊
P,X

)外科
P,X

)儿科
P,X

和内科
P,X

#见

表
&

*

表
&

!!

五个科室
')&#

年
'

'

6

月急诊样本量分布$

'

%

时间 急诊科 急诊
P,X

儿科
P,X

内科
P,X

外科
P,X

'

月
#'' ')$ &$1 %# &*.

6

月
6&# '6% &%* &1& '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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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科室
')&#

年
'

月和
6

月急诊样本运输时间统计结

果
!

#

个科室各自
'

月和
6

月样本运输时间中位数差异不明

显#差异范围为
)(&

"

)(#G35

*

#

个科室
'

月和
6

月运输时间

中位数从小到大的次序相同#依次为急诊科)急诊
P,X

)儿科

P,X

)内科
P,X

和外科
P,X

*急诊
P,X

与急诊科运输时间中

位数差异范围为
)(&

"

)(#G35

&儿科
P,X

与内科
P,X

差异范

围为
)(1

"

&()G35

#儿科
P,X

与急诊
P,X

差异范围为
1(1

"

1(%G35

&外科
P,X

与儿科
P,X

差异范围为
$(#

"

#($G35

#外

科
P,X

与急诊
P,X

差异范围为
.('

"

.(%G35

#见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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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科室
')&#

年
'

'

6

月急诊样本运输时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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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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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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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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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样本的采集和运输过程对
7"7

有

较大的影响*样本的采集过程与患者)患者数量和医疗人员相

关#而样本的运输过程除了与人员相关外#还与检验科在医疗

机构内的地理位置布局有关*邹德学等'

#

(就认为急诊检验室

应设置在一个合适的楼层和合理的位置*

[=@:54;:35

等'

*

(对
7"7

的统计学研究发现#

7"7

数据呈

非正态分布*本文通过对
#

个科室各自
'

个月的急诊样本运

输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与
[=@:54;:35

等'

*

(的研究一致*因

此
#

个科室每个月的运输时间用中位数来描$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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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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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分离中较为少见#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免疫功能低

下)创伤)插管)器官移植以及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引起诸多

疾病*最早由
"

AA

@:F=DG

等'

1

(从胰腺脓肿患者体内分离#其

后国内也有文献报道此菌的检出'

$!#

(

*前期研究证明'

*

(

#由于

该菌具有吸附硅酮的能力#因此易导致导管相关性感染#在长

期行静脉插管透析患者中#该病原菌已被认为是导管感染的危

险因素*在本病例中患者长期静脉置管透析#免疫力低下#为

该菌易感人群*

文献报道#人苍白杆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酶抑制剂

复合制剂等
!

!

内酰氨类抗菌药物均有很强的耐药性#这可能与

其产生
"G

A

,

酶有关'

6

(

#与本例药敏结果相符*

7:

H

443:?

H

等'

.

(和李工厂等'

%

(研究表明此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素有较好

的敏感性#然而本病例分离的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均耐

药#此菌株较为少见*曾学辉等'

&)

(也研究发现#近年来人苍白

杆菌对以亚胺培南)厄他培南为代表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

药率呈上升趋势*因此临床需重视本菌的耐药谱变化#同时规

范抗菌药物使用*

目前#人苍白杆菌的临床检出率越来越多#已成为相关感

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检验工作者应高度重视该菌的分离与鉴

定#同时应持续)准确地监测其流行趋势及耐药谱变化#为临床

医务工作者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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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研究结果显示#急诊科)急诊
P,X

)儿科
P,X

)内科
P,X

和外科
P,X#

个科室
')&#

年
6

月急诊样本量均明显大于各自

'

月的急诊样本量#而
#

个科室各自
'

月和
6

月的急诊样本运

输时间中位数并没有明显差异#可见急诊样本运输时间与急诊

样本量没有直接关系*急诊科与急诊
P,X

分别位于急诊检验

室同一栋楼的
&

楼和
'

楼#其急诊样本运输时间中位数差异不

明显$最大差异为
)(#G35

%&儿科
P,X

与内科
P,X

分别位于距

离急诊检验室所在楼约
1)G

远的内科楼
1

楼和
#

楼#

'

个科

室间的急诊样本运输时间中位数最大差异$

&()G35

%明显小于

儿科
P,X

与急诊
P,X

的差异$最小差异为
1(1G35

%&外科
P,X

位于距离急诊检验室所在楼约
&#)G

远的外科楼#其急诊样本

运输时间中位数与儿科
P,X

的最小差异为
$(#G35

#与急诊

P,X

的最小差异为
.('G35

*由此可见#随着与急诊检验室距

离的增大#急诊样本运输时间也进一步增长*急诊
P,X

与急

诊检验室同在同栋楼的
'

楼#急诊
P,X

与急诊科的急诊样本

运输时间中位数差异虽然不明显#但急诊
P,X'

月和
6

月的急

诊样本运输时间中位数均稍大于急诊科
'

月和
6

月的急诊样

本运输时间中位数#这可能与急诊样本运输人员有关*急诊样

本运输人员可能认为来源于急诊科的的样本更需要紧急转运

至急诊检验室*因此#也需要对急诊样本运输人员进行进一步

的培训#让其形成急诊检验的整体观*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急诊检验在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会

对急诊样本运输时间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急诊
7"7

*因此#急

诊检验室的设立应充分考虑其在医院中的位置布局#以尽最大

可能缩小急诊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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