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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及在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管理中的有效性$方法
"

选取

$#!6

年
$

月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前职业卫生检测报告
''

份!并选取
$#!6

年
$

月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后职业卫生

检测报告
''

份$结果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后!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有效性&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和企业职

业危害状况分别为"

!#3'$[$3)

#分&"

$'3)[+3!

#分&"

"!3'[+3#

#分!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4

#'实施后!职业卫生管理状况&企业职业危害状况和职业卫生管理实施的有效性包含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

实施前 "

!

$

#3#4

#'实 施 后!客 户 满 意 度&仪 器 有 效 率&检 测 报 告 及 时 率&一 次 交 验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43'X

&

,"3$X

&

,636X

&

,434X

!明显高于实施前"分别为
+)3$X

&

6$36X

&

++3#X

&

6#34X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3#4

#$结论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可明显提高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可对过程质量目标和

报告质量目标进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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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先进数据库技术和科学管理思想应用于实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目的是有效实现对职业卫生的检

测'进而提高管理有效性(

!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早

在
$#

世纪
+#

年代末就被提出'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

领域'将现代分析技术*信息技术与管理科学进行有

效结合'当前在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管理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检测机构应用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对检测过程中数据进行归纳和采集'实现对数据

的有效处理'但是对数据质量产生影响的环境*人员*

方法*仪器和材料等相关因素'没有采用专门的系统

对质量进行有效的管理(

$

)

&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能够

对管理体系和实验室技术能力的运行进行展现'同时

可对法律责任的承诺进行体现&对结果检测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能够对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产生极大

影响'并且会对检测单位信誉和形象及客户自身利益

产生影响(

"

)

&本次研究主要围绕职业卫生检测报告

质量管理中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及其有效性

进行分析'旨在对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进行有效管

理和改进'进而提供更加客观'准确'规范和清晰的职

业卫生检测服务(

'

)

&为了评价实验室信息管理的临

床价值'选取
''

份职业卫生检测报告'对其进行实验

室信息管理'并对应用价值进行评价'现将有关内容

做如下报道&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6

年
$

月信息管理系

统应用前'职业卫生检测报告
''

份'并选取
$#!6

年
$

月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后'职业卫生检测报告
''

份&

@3A

"

方法
"

依据卫生监督局同意制定的职业卫生检

测报告评分表'对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职业卫生检

测报告质量管理中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该项调查内容

包括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有效性*管理状况和危害情况

等
!)

项指标'由特定人员对作业实地和卫生档案管

理资料进行检查'并根据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和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的相关资料进行有效考核和评价(

4

)

&

本次研究应用自身对照'对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

前后状况进行评价&信息质量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

!

%质量目标的制定!依据质量相关方针'对顾

客满意目标*报告质量目标和过程质量目标进行制

定'具体为客户满意率大于
,)X

-检测报告一次合格

率大于
,4X

'仪器有效性大于
,)X

'报告检测及时

率大于
,,X

(

+

)

&$

$

%多层架构技术的应用!对职业卫

生检测报告质量实行有效的动态跟踪管理'目的是达

到良好的系统评估*全程监控和考核'然后进行有效

调整'对质量目标有效性和事宜性进行保证&$

"

%保

证一次交验合格率!应指出出现的问题'将职业卫生

检测报告归回主要负责人'要求将报告进行改正'并

将退回原因进行具体说明'另外记载退回人*检测结

果*退回时间和信息录入状况(

6

)

&$

'

%保证仪器有效

率'每年对检测报告负责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保证

质量技术人员能够接受新的知识'并需对培训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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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时间和考核方法进行指明&职业卫生检测人员

通过各项考核'并且拿到上机证件后后方可上岗(

)

)

&

@3B

"

观察指标
"

$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前后

效果评价'主要包含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有效性*职业

卫生管理状况和企业职业危害状况'数值越大'实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有效性越高&$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

统实施前后各项评价指标效果分析'主要包含职业卫

生管理机构或组织建立情况*劳动者职业卫生知识教

育与培训实施*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否清楚*职工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建立*职业病危害告知履行*个人有效

防护用品提供*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设置*卫生防护

设施设置及正常运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建

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设*生产场所布

局是否合理*职业病发病*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监测合

格率是否上升*卫生监督意见落实*企业自身日常职

业卫生检查和处理落实*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落

实*职业病危害控制实施计划制定*超标岗位的治职

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落实情况(

,

)

&$

"

%分析比较系统

应用前后客户满意度*仪器有效率*检测报告及时率

及一次交验合格率'并对发生率进行计算'满意度和

各项指标发生率越高'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有效

性越高&

@3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T0TT!)3#

对数据进行分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0[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

!

$

#3#4

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3@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前后效果评价
"

实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后'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有效性*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和企业职业危害状况明显好于实

施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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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前后效果评价#分)

0[D

$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

$

!

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有效性
!#3'[$3) !434['3# !'34$+

$

#3#4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
$'3)[+3! "63"[$3, !43+"'

$

#3#4

企业职业危害状况
"!3'[+3# "43"['3, !436$4

$

#3#4

A3A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前后各项评价指标效

果分析
"

实施后'职业卫生管理状况*企业职业危害

状况和职业卫生管理实施的有效性包含的各项指标

明显好于实施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3#4

%'见

表
$

&

表
$

""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前后各项评价指标效果分析#分)

0[D

$

指标分类 评价指标 实施前 实施后
< !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组织建立情况
!3$[!34 "3![#3! !'34"4

$

#3#4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来源*分布是否清楚
$3,[#34 "3#[#3! !43'$+

$

#3#4

劳动者职业卫生知识教育与培训实施情况
#36[!3# $34[#3) !'34$+

$

#3#4

职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情况
"3+[!34 '3,[#34 !43'$+

$

#3#4

职业病危害告知履行情况
!36[!3+ $3)[#3, !43'$+

$

#3#4

个人有效防护用品提供情况
"3'[!3' '3,[#3' !'3,4)

$

#3#4

卫生防护设施设置及正常运行情况
"3+[!36 '36[#36 !43'$+

$

#3#4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设置情况
$36[!3) '3#[#3" !43'$+

$

#3#4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建立情况
"3'[!36 '3,[#3' !'3)46

$

#3#4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设情况
!36[!3$ $36[#3+ !43$#"

$

#3#4

企业职业危害状况 职业病发病情况
,3+[$3# !#3#[#3# !43+$'

$

#3#4

生产场所布局是否合理
634[$3# )3#[!3, !43$'$

$

#3#4

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监测合格率是否上升
!'3"[43# !63"['3$ !'34$'

$

#3#4

职业卫生管理实施的有效性 卫生监督意见落实情况
$34[!3! "3$[!3# !43644

$

#3#4

企业自身日常职业卫生检查和处理落实情况
#3'[#36 !3,[!3# !'3,"4

$

#3#4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落实情况
'3+[!3# '3)[#36 !43"'$

$

#3#4

职业病危害控制实施计划制定情况
#3$[#36 !3)[!34 !'3+$4

$

#3#4

超标岗位的治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落实情况
$36[!3, "3,[!3' !43'$6

$

#3#4

A3B

"

比较系统应用前后客户满意度*仪器有效率*检

测报告及时率及一次交验合格率
"

实施后'系统应用

前后客户满意度*仪器有效率*检测报告及时率及一

次交验合格率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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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4

%'见表
"

&

表
"

""

比较系统应用前后客户满意度%仪器有效率%检测

"""

报告及时率及一次交验合格率'

*

#

X

$(

评价指标
*

实施前 实施后
!

$

!

客户满意度
'' "#

$

+)3$

%

'$

$

,43'

%

43'$+

$

#3#4

仪器有效率
'' "$

$

6$36

%

'!

$

,"3$

%

'36$4

$

#3#4

检测报告及时率
'' $,

$

++3#

%

'"

$

,636

%

43"$'

$

#3#4

一次交验合格率
'' "!

$

6#34

%

'$

$

,434

%

'3+$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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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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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质量指标应对标本测试前*中*后的全过

程进行完善'主要包括质量控制管理*样本管理和检

验报告管理方面'实验室质量指标是实验室管理的精

髓&本研究主要对设计不合格标本进行处理流程'通

过纵向监控各病区的不合格标本率和横向监测各专

业组的不合格标本率'进而实现对标本的有效管理&

当前'实验性信息管理系统在职业卫生检测报告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

!#

)

&通过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应用

与卫生检验报告'可实现对整个检测系统的电子化管

理&该管理系统的应用可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有效

评估'可对质量目标进行定期内审*检查和管理'避免

质量目标出现差错和偏离'保证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在职业卫生检测报告中改进和应用效果&单位需求

和现状是质量目标需要考虑的重要指标'不仅需要具

有可实现性'同时需要具备可测性和挑战性(

!!

)

&只有

具备上述条件'才可保证质量各项目标的实现'便于

对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进行质量管理&另外'应用实验

室心理管理系统'可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评价'能够

避免年底进行质量评估的缺陷'方便对质量目标实施

状况进行分析和查询(

!$

)

&其次'可发现工作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对考核成绩及你想那个

评估&对职业卫生检测报告结果应用内部培训和外

部培训成绩进行评价'同时对外部培训获得继续教育

学分和成绩进行记录'对内部培训状况进行登记和分

析(

!"

)

&对培训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有效统计'主要包括

批准的上岗证外部培训分析表*内部培训计划*上岗

一览表*结果统计表*项目附表等'另外对上岗后人员

权限进行设置'对简化培训和考核进行统计(

!'

)

&报告

检测一次交验合格率主要是值出具总报告术与合格

报告数的比值&还需对检测报告完整性*样品信息状

况*检测结果准确性和引用标准规范性进行保证(

!4

)

&

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后'系统应用前后客户满意

度*仪器有效率*检测报告及时率及一次交验合格率

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

#3#4

%&

该结果充分表明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职业卫生

检测报告质量管理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

能够提高客户满意度'同时可保证仪器有效率'可有

效提高检测报告及时率及一次交验合格率'有效性极

高'保证了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管理的进行'得到

了广泛应用和推广&研究结果显示'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实施后'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有效性*职业卫生管

理状况和企业职业危害状况明显好于实施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3#4

%-实施后'职业卫生管理状

况*企业职业危害状况和职业卫生管理实施的有效性

包含的各项指标明显好于实施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3#4

%&该结果充分表明了'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实施后较实施前'卫生管理状况*企业职业危害

状况和职业卫生管理实施的有效性更高'有利于职业

卫生检测报告质量管理工作的进行'方便对职工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建立情况*职业病危害告知履行情况和

个人有效防护用品提供情况进行了解'有利于报告质

量管理&

综上所述'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可明显提

高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临床有效性较高'客户满

意度高'有效提高了职业卫生管理状况*企业职业危

害状况和职业卫生管理实施的有效性'大大提升了检

测报告及时率及一次交验合格率&可对过程质量目

标和报告质量目标进行保证'通过对质量目标进行积

极管理评审*检查和内审'可保证实验室信息管理系

统在职业卫生检测报告质量管理中持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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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血液透析患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措施探讨

陈
"

艳!吴雄飞#

"汉川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湖北汉川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高危因素!为临床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血液透析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分析血液透析患者的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情况以及导致其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外周血相关造血功能及免疫功能&淋巴细胞亚群指标的临床特

点$结果
"

共
++

例患者发生感染"感染率为
!63,"X

#'年龄&透析时间&透析总次数等均是导致血液透析患者

肝炎病毒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

$

#3#4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组患者血红蛋白&血清清蛋白&淋巴细胞亚群低于

非感染组!

%;

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高于非感染组!上述所有指标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3#4

#$结论
"

该院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肝炎病毒感染情况比较严重!控制危险因素预防感染的发

生!患者遭受感染后临床特点主要表现为营养状况降低&肝脏功能受损&机体免疫能力低下等$

关键词"血液透析'

"

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率'

"

危险因素

!"#

!

!#3",+,

"

7

3899:3!+6";'!"#3$#!,3!)3#"#

中图法分类号"

/4!$3+

文章编号"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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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

慢性肾功能不全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肾小球严

重破坏'使身体在排泄代谢废物和调节水电解质*酸

碱平衡等方面出现紊乱的临床综合征&临床治疗方

式一般为血液净化的方式&血液透析常常会成为诱

发乙肝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乙型肝炎病毒$

V.U

%感

染可能导致患者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细胞癌等'因此

血液透析患者预防
V.U

感染具有重要意义&为能进

一步了解血液透析患者中
V.U

感染相关高危因素并

采取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本院血液透析中心对规律

血液透析患者的
V.U

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

查*研究及初步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在本院进行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共
"+)

例&纳入研究标准!$

!

%

年龄大于
!)

周岁&$

$

%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

准!$

!

%年龄超过
)#

岁&$

$

%其他原因或疾病导致肝

脏功能损伤者-$

"

%肿瘤晚期患者&$

'

%伴有精神疾病

或处于孕期及哺乳期妇女&$

4

%合并有心*脑*肾等重

要脏器病变&$

+

%自身免疫性疾病&将患者是否感染

V.U

为指标分成感染组和非感染组&

V.U

感染判

断标准!除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
;V.9

%阳性外'乙型

肝炎表面抗原$

V.9<

F

%*乙型肝炎
?

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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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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