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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布局欠合理
!

检验科大多业务面积不足#工作室

布局不够合理#有的医院检验科尚未独立成单元#还是半开放

的工作环境#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划分不明确#各区域之

间缺乏明显的隔离屏障)

$.'

!

检验人员的职业暴露问题
!

由于检验科工作繁忙#检验

人员长期与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等各种传染源密切接触#

并经常使用针头*刀*剪等锐器#在工作中如不注重个人的防

护#随时有可能发生职业暴露)如试管的破裂#标本溅撒到皮

肤*黏膜甚至眼部#锐器导致皮肤*手部被刺伤等意外)

$.1

!

检验科医疗废物的处理
!

检验科的医疗废物有患者的各

种标本$如血液*体液*排泄物等%及一次性耗材等#有的医院由

于经费有限#为了减少成本#对医疗废弃物*废水*医疗垃圾处

理设施投入不足#或工作人员缺乏感染知识#存在着医疗废物

与生活垃圾分不清#使得有的检验科的医疗废弃物未能严格按

照1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和1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

的相关规定妥善处理)这样#有可能将病原微生物带到社区#

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对医院周围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不良

影响)

/

!

检验科生物安全管理的防护对策%

/

)

/.$

!

加强检验科生物安全教育与培训
!

加强检验科生物安全

管理是检验科负责人的重要职责#要定期组织全科室人员进行

国家标准1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2

c+#0,&01!"",

#1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1医院感染管理规范2*1医院

消毒技术规范2*1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等法规的培训和学习#学

习后经考试合格方可上岗)做到生物安全教育制度化*经常

化#使检验科的工作人员树立牢固的生物安全防范意识)

/./

!

科室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
!

科室成立生物安全管理

小组#依据国家有关的法规*条例和卫生部1医疗机构临床实验

室管理办法2及配套文件#制订相应的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

生物安全管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职业暴露的应急制度*医疗

废物管理制度等#建立安全防范措施*生物安全操作规范#使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派专人负责检查#务

必严格执行和落实#使工作人员养成按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进

行操作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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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
!

检验人员采血时要严格执

行无菌操作规程#静脉采血必须一人一针一管一巾一带#微量

采血应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片#对患者操作前后先应洗手或手

消毒#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坚持.六步洗手法/)检验报告单

必须消毒后再发出#或用电脑打印#避免交叉感染)

/.1

!

加强检验科生物安全设施的建设
!

要争取医院领导的重

视和支持#根据检验科生物安全的需要#改善实验室的工作环

境#建立合理的实验室功能区和服务流程#使其设计布局更加

合理)购入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消毒设备#如!生物安全柜*

高压灭菌器*移动紫外线消毒器*熏箱等#同时配备喷淋设备和

洗眼设备#遇到职业暴露时可以及时进行应急处理)洗手池安

装感应水龙头或脚踏式水龙头#可减少工作人员交叉感染)

/.2

!

加强医疗废物的管理
!

必需严格按1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2*1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的规定对医疗废物进行处

理#使其无害化)做到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分类存放#分别用

防渗漏的黄色有标志的垃圾袋和黑色垃圾袋收集后集中进行

无害化处理)采血针头*刀片等锐器放入利器盒存放#当达到

其容量的
(

"

,

时予以更换)检验后的废弃标本在出检验科前

必须进行化学消毒剂消毒或高压灭菌处理才能交由有关人员

带离科室#按感染性废物处理)

/.)

!

加强生物安全防护意识
!

检验人员上班时须穿工作服*

戴工作帽#必要时穿隔离衣*戴口罩和眼罩#操作时戴医用乳胶

手套)要注重每一个操作环节#如标本采集*标本运送*标本接

受*标本分离*标本检测*废弃物处理等的安全防护#执行相应

的安全防范措施)检验科每天要对台面*地面*空气进行清洁

消毒#注意手卫生)开展对物表*空气*工作人员手等的卫生监

测)检验人员每年应体检一次#接种疫苗#建立健康档案#加强

自身防护)当检验人员发生职业暴露时#如发生针刺或者其他

利器损伤时应让伤口血液自然流出#并用流水冲洗伤口#不应

挤压#擦拭伤口#最后用活力碘或
-%/

乙醇消毒并包扎伤口)

如眼部或眼结膜被血液污染#应立即用洗眼器冲洗)如意外接

触携带乙型肝炎病毒和
)NU

的血液时应按职业暴露条例

处理)

总之#检验科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管理工程#既

有对国家有关法规的学习和执行#也有医院科室生物安全管理

相关制度及措施的建立和实施#更重要的是必须常年坚持不懈

地去履行)因为加强检验科的生物安全管理不仅关系到个人

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也直接影响到科室的工作实力#甚至整

个医院的医疗安全+

(

,

)因此#加强检验科生物安全管理及防护

工作#制订行之有效的防护措施#建立标准化的生物安全操作

规程#加强生物安全知识的学习#增强检验人员的防护意识已

成为检验人员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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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质量是实验室的立足之本)围绕实验室质量控制#已

建立了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制度+

#

,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实验

室日益向自动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实验室的质量控制仅仅依

靠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实验室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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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现从分析前*分析中及分析后三个方面#就如何加强实

验室质量控制浅谈看法和体会)

$

!

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

!

制订详细的标本采集制度和方法
!

重视采集标本的各个

环节*人员及器皿质量#保证合格标本进入实验室+

!1(

,

)实验室

标本送到实验室之前#如何保证送检的标本合格#是实验室后

续质量能否得到保障的关键#也是临床医生*护士和检验人员

最易忽视的重要环节)众所周知#病房绝大多数标本是靠医生

和护士采集的#采集后由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收回)为此#必

须制订详细的标本采集制度和方法)实验室的项目十分繁杂#

因此应将每一个项目的具体采集方法和要求#按照免疫*生化*

微生物*体液等专业分门别类地在医院信息系统显著位置公

示#以方便临床医生和护士查询)

$./

!

严格标本的验收核对制度
!

送到实验室的标本#检验者

必须认真核对标本上的科室*姓名*性别*床号是否齐全#采集

的标本是否符合项目要求)不合格的标本按不合格标本进行

登记#坚决退回)特别是有些护士害怕不合格标本退回后按差

错事故处理#央求检验人员违背原则收下不合格标本#编造正

常数据)遇到这种情况#科室管理者决不能放纵#应从重处罚)

$.'

!

保证合格的仪器和试剂进入实验室#消除质量隐患
!

目

前本院所有仪器和试剂均实现了招标采购制度#从根本上杜绝

假冒伪劣仪器和试剂进入实验室)但必须加强仪器的日常维

护和保养#定期进行校准#每个专业科室可以指定专人对大型

仪器进行日保养*周保养和月保养#年度保养应请厂家派工程

师完成#所有保养内容应详细记录)采购的试剂应是国内或国

际知名厂家的试剂#认准一家公司试剂不要轻易更换#试剂到

货后应仔细核对验收#按要求储存)对于运输过程中导致的破

损*失效试剂应坚决退回厂家或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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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中的质量控制

/.$

!

编写标准操作程序$

KeS

%文件#并严格按
KeS

文件规定

操作
!

每一个项目均应按国际标准化组织
NKe#%#&0

1医学实

验室质量管理2文件要求编写
KeS

文件#并严格按照程序文件

操作)有些检验人员喜欢凭经验操作#不习惯按部就班遵照程

序文件操作#甚至爱耍小聪明任意缩短操作步骤或检测时间#

应绝对制止)

/./

!

认真执行室内质量控制制度
!

室内质量控制是实验室质

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一个患者

样本测定结果的稳定性+

,

,

)免疫学检验由于其特殊性#室内质

控和标本可以同时检测)但其他项目在操作之前均应首先做

室内质控#失控项目应仔细查找原因#纠正后方能检验)有些

实验室室内质控流于形式#典型的是只管做#做完后不去认真

分析质控数据#即使失控也把原因归咎于仪器和试剂#或者任

意篡改质控数据)有些项目检测成本较高#比如电化学发光*

血气分析等#甚至有实验室管理者也认为质控物太贵#不愿购

买#出了医疗事故才去纠正错误#这些都是应该杜绝的)

/.'

!

仔细观察仪器的运行情况#及时排除故障
!

目前实验室

绝大多数项目基本上都靠仪器自动完成#仪器每天都可能出现

不同的故障#因此在标本检测过程中#操作者不能擅离岗位#应

仔细观察仪器的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排除#实在解决不了

应通知医院设备科维修#不要私自拆卸仪器#以免造成更大的

损坏)

/.1

!

高度重视室间质量评价工作
!

室间质量评价作为一种质

量控制工具#可以帮助实验室通过分析实验室存在的问题#采

取相应的措施提高检测质量#避免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和法律

纠纷+

,

,

)目前大型医院实验室基本上都参与了卫生部和各省

组织的室间质量评价活动#但各实验室成绩值得怀疑)有些实

验室为了取得好成绩#指定专人反复检测质评标本#相互打听

其他实验室检测结果#这些都违背了室间质评的初衷)各实验

室应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参与到室间质评活动中#单独操作#发

出真实的结果#再通过反馈的结果#才能发现本室存在的问题#

及时整改#实验室检测质量才能逐步提高)建议组织室间质评

单位#应采用不定期现场考核的方式对实验室检测质量进行检

查#可能效果更好)

'

!

分析后的质量控制

'.$

!

建立严格的报告发放制度
!

实验室应在质量手册中严格

规定报告的发放制度#报告发出前#检验者应仔细检查检验结

果#养成在检验信息系统上审核报告的习惯)注意审核是否有

漏项*计算结果是否存在负数*超出检测范围的结果是否经过

稀释等)报告发出前审核者再仔细核对一遍#方可发出报告)

'./

!

高度重视患者和临床医护人员的抱怨
!

有些实验室管理

者和检验者最反感患者和医生的投诉#认为就是没事找事#故

意和自己过不去)实际上#有些问题自己发现不了#只有通过

患者和医生的投诉才能发现工作中的漏洞#及时整改)如以前

本科室门诊患者采血后#试管上不写患者姓名#编错号后无法

纠正#多次引起医疗纠纷#后来通过整改#规定每个试管上必须

写患者姓名#差错事故大为减少)又比如胸腹水常规检查属手

工操作#几个人做的结果差异很大#临床极为不满#后来集中学

习#统一标准方法#结果渐趋一致)

'.'

!

注重标本的保存
!

每台保存标本的冰箱必须要有温度控

制记录#保存的标本最少保存
%4

后才能送到指定地点集中

处理)

'.1

!

定期召开质量管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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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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