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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国内一些三甲医院陆续开展了质量管理认证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理念逐步被管理者接受&

O\;2

循环作为全

面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其过程就是制订质量计划并组织实施!将搜集的大量数据资料综合运用到各个管理环节!周而复始!不停

顿地运转!最终达到质量持续改进的目的&本文探索了将
O\;2

循环管理方法应用于自身抗体检验后的质量控制环节!通过计

划'实施'检查及总结改进!不提升检验后质量&运用
O\;2

循环管理后!自身抗体检测的质量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抗体检测能

力和实验室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质量持续改进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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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内一些三甲医院陆续开展了质量管理认证工作#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逐步被管理者接受'

O\;2

循环作为全面

质量管理体系运转的基本方法#最早由美国质量控制之父休哈

特于
'<),

年提出#后来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威廉+爱德华

兹+戴明再度挖掘出来#改进为
O\;2

模式#又称/戴明环0#

其中
O

代表计划$

O!4>

&#

\

代表执行$

\7

&#

;

代表检查

$

;G"9L

&#

2

代表行动或处理$

29#/7>

&#其全部过程就是质量计

划的制订和组织实现的过程#将搜集的大量数据资料综合运用

到各个管理环节#周而复始#不停顿地运转#最终达到质量持续

改进的目的)

'$)

*

'本院于
(,'*

年开始在医院各临床及医技科

室普及
O\;2

管理理念#笔者所在科室探索将
O\;2

循环管

理方法应用于自身抗体检验后的质量控制环节#在此就执行及

应用及体会进行汇报'

A

!

自身抗体检测方法

!!

自身抗体是自身免疫应答和自身免疫病的重要特征之一#

多数自身免疫病均伴有特征性的自身抗体$谱&#自身抗体检测

已成为诊断自身免疫病的重要手段)

*

*

'本院自
(,

世纪
<,

年

代初引进自身抗体检测技术以来#目前已开展自身抗体项目

*,

余项#结合本院肝病患者为主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以自

身免疫性肝病相关自身抗体检测为主的特色#为自身免疫性肝

病的诊断(临床分型(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都

是建立在检测结果准确及正确的基础上'

最常用的自身抗体检测方法包括间接免疫荧光法$

QQe

&(

酶联免疫吸附法$

U6QW2

&和免疫印迹$

TH

&等#通常首选
QQe

作为抗核抗体$

212

&筛选试验'据调查#目前全世界约有

5,,,

多个临床实验室开展了
212

检测#其中
<,P

以上的实

验室采用
["

F

(

细胞作为
212

的
QQe

检测的基质底物'若需

进一步明确抗原特异性自身抗体#则可选择
U6QW2

法或
TH

法)

-

*

'笔者所在科室目前主要开展自身免疫性肝病相关自身

抗体检测#如
212

(

2J2

(

WJ2

及抗
6J^

首选方法为
QQe

#上

述抗体阳性者可选用其他方法继续进行分型或特异性抗体的

测定#包括
212

谱(抗
U12

(抗
J(

"

J*

"

J<

及抗
6̂ J'

等)

5

*

'

B

!

目前自身抗体检验后阶段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

!!

临床实验室在检验后质量保证中应对所开展的检验项目

汇报时限进行限定#同时建立检验报告能否发放的标准(检验

报告的签发审核制度(危急值报告制度(患者隐私保护制度等'

原卫生部
(,,5

年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中明

确规定了咨询服务是临床实验室服务主要任务之一#所以咨询

服务属于检验后阶段的工作'临床实验室的工作不能仅仅局

限于向临床提供一个定量或定性的检验报告#而应该开展其检

验范围内的咨询服务'咨询服务包括检验项目的合理选择(结

果的解释和为进一步检验提供建议'在这方面我国的检验界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应该引起医疗机构和临床实

验室足够的重视)

%

*

'

自身抗体结果解释及咨询应结合相应的荧光模式(自身抗

体水平(患者年龄等几方面综合分析'健康老年人#尤其是女

性可出现低滴度的自身抗体#一些无症状患者也可出现自身抗

体的低滴度阳性)

-

*

'因此#

212

的结果分析必须结合患者的

临床特征'每个实验室应建立自己的参考范围#例如针对不同

肝病患者建立自身抗体结果参考范围等'

C

!

O\;2

循环在自身抗体检验后阶段质量控制中的具体应用

C+A

!

计划阶段
!

针对目前自身抗体检验后阶段质量控制存在

的问题#本科室从自身抗体检测结果的审核和发放(检测结果

的咨询服务方面着手#提出了具体的自身抗体检测结果的审核

和发放措施#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及时

性'在咨询服务方面#本科室拟对咨询的问题和对象进行归

类#以帮助患者正确理解检验结果%指导医生有效利用检验信

息及护士正确采集标本等'

C+B

!

实施阶段
!

根据计划#本科室提出了具体的自身抗体检

测结果的审核和发放措施'首先核查申请单的检验项目有无

遗漏(无结果或不全)

?

*

%检验结果#特别是需要手工输入的结果

填写是否完整(清楚(正确%是否有需要重复检查的结果等'对

于异常(难以解释的结果首先排除检测方法原因#即在最短的

时间内进行重复试验#如果异常结果还是难以解释#将联系接

诊患者的临床医生#询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对异常结果提前

进行通报%若结果还是无法解释#如通过
6QW

系统查询到的短

期内患者历史结果与本次检测结果有较大的改变#不符合自身

抗体变化特点时#将主动联系患者#核对标本信息是否正确#常

见情况为标本并非患者本人#查找到原因后#在报告单备注栏

注明'只有在没有发现不可解释的问题时#方可授权发布

结果'

自身抗体检验后阶段咨询服务主要是解释检验结果#并提

供进一步检查意见'常见的咨询问题主要包括检验项目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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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意义(多抗体组合结果的解释#前后两次结果不一致时的解

释#检验结果与临床预期诊断不符的解释以及不同医疗结构检

查结果互认中出现的问题)

<

*

'对患者的咨询服务主要包括如

何看懂检验报告单#即检验结果的解释%告知某检验项目的参

考区间%检验结果正常还是异常%临床意义等'除诊断性报告

外#由于对患者临床情况了解不足#不能轻易做出患病(治疗方

面的答复'结果解释时特别注意参考区间(敏感度(特异度(医

学决定水平(检验组合结果的解释等)

%

*

'

C+C

!

检查阶段
!

检验报告直接关系到患者能否得到准确和及

时地诊断和治疗#保证检验报告的准确和及时#是检验后阶段

质量保证工作的核心'检验阶段告一段落后#必须对检测系统

是否完整(有效和检测过程是否在控情况下进行评审#结合患

者有关信息#保证发出的检验结果的准确#同时保证检验结果

发放的及时性'为使检验信息在诊断治疗中得到正确应用和

发挥更大作用#临床实验室还必须做好咨询服务工作#通过不

同方法和途径向患者(临床医生解决检验项目的选择(检验结

果的解释等问题'

C+D

!

总结及持续改进
!

将
O\;2

循环管理应用于自身抗体

检验后阶段质量保证工作中后#自身抗体检验后阶段质量控制

进一步规范化#患者满意度由
<-P

提升至
<?P

#报告差错率低

于
,+,'P

#临床服务的综合质量得以提升#通过严把检验报告

审核发放关#提高了检测结果的可信度#减少了医疗投诉事件'

无针对性的检验是无效检验#检验项目对该患者疾病的针对性

提高#防止了/过度检查0和/漏检0#虽然正确选择检验项目主

要是临床医生的职责#但临床实验室也有责任建议或帮助

选择'

D

!

应用
O\;2

循环提高自身抗体检验后阶段质量控制的

体会

!!

O\;2

循环是环环相扣#互相促进#阶梯式上升的动态管

理过程)

',

*

'推动循环的关键在于/处理0阶段'首先要提出目

标#然后制订计划#该计划包括目标以及实现目标需要采取的

措施%之后再进行检查#判断是否实现了预期效果及达到预期

的目标#找出问题和原因后就要进行处理#将经验和教训制订

成标准(形成制度予以落实)

)

*

'研究者运用
O\;2

循环管理

后#自身抗体检测的质量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抗体检测能力

和实验室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质量持续改进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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