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身体状况,心理情况,社会文化背景等#定期进行检验#有针

对性制定健康教育计划*

(

+

)$

!

%指导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

排饮食#参照我国营养学会制定的0膳食指南1!食物要多样化#

饥饱要适当#油脂要适量#甜食要少吃#食盐要限量#饮酒要节

制#三餐要合理#戒烟等内容)$

%

%依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切

实可行的运动方式,强度,次数,每次运动的持续时间)运动可

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有利于降低血糖#改善脂代谢#控制体

重#故运动也是糖尿病疗法之一)$

(

%糖尿病为终身性疾病#大

多数患者思想包袱沉重#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有的自暴自弃#

也有部分患者对糖尿病认识不清#表现出盲目,侥幸,无所谓)

因此要重视与患者沟通针对性给予开导宣教#使患者正确对待

疾病#保持自信,乐观,稳定的心态)

,K-!@

和糖化血清蛋白#分别反映过去
%

!

(

个月和
!

!

%

周血糖的平均水平)而一次血糖,尿糖的测定#只能反映抽

血当时的血糖水平#并且血糖随进食和糖代谢的变化而有所改

变#不能说明前一段较长时间病情的全貌)

,K-!@

和糖化血

清蛋白处于较高水平时#说明患者存在着持续性高血糖#可以

出现糖尿病肾病,动脉硬化,白内障等并发症)

,K-!@

和糖化

血清蛋白还可以作为轻症,

%

型,0隐性1糖尿病的早期诊断

指标)

通过进行糖尿病知识普及#使糖尿病患者提高了对糖尿病

的认知程度#能够对饮食,运动,心理,用药等方面进行主动地

自我调节#增加了对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控制血糖等方面的自

我保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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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
d

质量和能力的具体要

求#对分析后的检验报告单要建立完整而有效的审核制度)检

验报告的审核属于分析后质量控制中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环节#检验报告单如果没有认真进行审核#一旦有错误的

报告发送到临床医生和患者手中#科室工作会相当被动#容易

造成医疗纠纷#特别是由此产生临床医生或患者对科室的不信

任#很难消除)目前#大家都比较重视分析中的质量控制#在这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对分析后检验报告单的审核则相对

忽视)检验报告单的审核需要良好的医学综合素质和工作经

验#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希望能和同行进行探讨)

$

!

检验报告审核普遍存在的问题

$)$

!

责任心不强#没有认真审核检验结果)有些检验人员在

进行报告单审核时#责任心不强#没有认真对待每一张报告单#

经常是眼睛扫一遍就签发报告#更有甚者#看都不看就签发报

告#这样是相当危险的#一旦有错误的报告发送出去#造成误

诊,漏诊#会给患者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应该把每

张报告单当成一位患者#以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签发报

告单)

$)/

!

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不足)检验报告单上有非常丰富的

信息#这就要求审核者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不仅对本专业要

有扎实的基础#在临床知识上面#也要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同时

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更新#一位经验丰富的

审核者#能审出别人看不出的问题出来)一般来说#进行报告

单审核工作的#最好有一定资历,主管以上职称#以消除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不足带来的影响)

$)'

!

对仪器试剂的操作,性能不够了解)检验报告审核者必

须对相关仪器的操作和性能有较深的了解#熟悉仪器的运行情

况#知道发生错误结果的可能原因)对试剂使用情况也有一定

的认识#知道本工作组做得好的项目和需要注意的项目)因此

审核者最好能经常参加日常工作#对本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1

!

工作量大,节假日上班人员少时的影响)有些单位工作

量非常大#报告也常常需要及时发出#故上班时忙于处理标本#

进行标本测定)由于急于发送报告#在签发报告时就匆匆忙

忙#造成错误报告单的发出(碰到节假日时#由于上班人员较

少#一旦工作量大#也只重视分析中的质量控制#对报告单的审

核都是匆匆带过)这些情况都需要科室管理人员合理安排科

室人员#以消除由此带来的影响)

$)2

!

轮岗人员和定岗人员的问题)目前有些医院在安排工作

时#会设置机动人员岗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有检验人员休息

时#可以进行人员的补充(一般新员工刚开始工作时#都需要在

不同的岗位进行轮转来熟悉科室工作)科室也会在各组别安

排比较固定的人员和固定的岗位#以利于质量的保证和工作的

顺利进行)一般来说#定岗人员对本组各仪器,试剂等的性能

和操作都比较熟悉#能清楚地了解本室工作的开展情况#知道

哪些项目结果好#而哪些项目结果需要引起注意)轮岗人员由

于没有固定#对轮到的岗位的了解不如定岗人员#这样在进行

检验报告单的审核时#自然不如定岗人员这样有把握)

/

!

检验审核中的一些技巧

进行报告单的审核时#首要前提是对本工作组的仪器,试

剂的操作性能以及室内质控,室间质评有较深的了解)其次#

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审核!

/)$

!

结合临床资料审核检验结果)临床资料包括患者年龄,

性别,相关诊断,相关检查等#有些医院用电子病历#通过医院

信息管理系统能查看患者病历的#资料更为详细)检验结果的

正常与异常#与患者病情息息相关)比如一份
6L

为
!!$

D

"

*

的报告单#如果查到此患者的相关诊断是多发性骨髓瘤#就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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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进行复查就可以签发报告(碰到血糖特别低的结果#可以

查阅病历或者与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看是否用过胰岛素#如果

是门诊#也可询问患者#看是否由于空腹时间过长引起)发生

与临床资料矛盾的结果#一定要引起注意#进行复查再签发)

当然#结合临床资料审核时需要审核者有相关的临床知

识#也需要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比如说对待蛋白类的结果#

审核者需要了解蛋白人体内的代谢途径#知道蛋白的来源和去

路#知道蛋白在哪些生理病理下会升高与降低)目前有些一些

刚毕业的医科学生进入检验科工作#也就是常说的检验医生#

对检验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作者相信#检验专业的只要加

强学习#多与临床进行沟通#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也是可以胜

任同样的工作的)

/)/

!

结合分析参数间的内在相关关系)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就算在疾病发生时#各项生理指标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

可以结合分析参数间的相互关系来审核报告单)作者总结参

数间主要存在有大小,比例,逻辑等关系#如总胆红素大于直接

胆红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Z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小于血清

总胆固醇#不符合这些大小关系的结果是不能发出的)如肌酐

和尿素比例大约在
%$

左右#同一标本出现肌酐数值只有
3$

左

右#尿素数值是
!#

甚至更高#则要考虑肌酐测定是否准确)如

原发性甲亢的患者#甲状腺激素
6(

,

63

升高而促甲状腺激素

降低#如果不符合这种病情逻辑#就要引起注意)大家可以在

工作过程中积累一些相关经验#这样在审核报告单时就更有把

握了)

/)'

!

结合影响检验结果因素进行审核)前面提到审核者要对

仪器,试剂操作性能等进行熟悉#就是要了解本科室的仪器和

试剂运行情况#知道影响检验结果可能发生的地方)影响检验

结果的因素主要有
(

个方面!$

!

%是标本状况#如黄疸,溶血,乳

糜等对检验结果的影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和文献非常多#大

家可以进行相关查阅)还有护士抽血不当引起不合格标本的

产生($

%

%仪器性能影响#如仪器老化,光路系统老化,仪器故障

等方面都可对检验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

%试剂性能的影

响#特别是开放系统的检测系统#各个厂家的试剂质量参次不

齐#这就要求检验人员对目前使用的试剂性能做到心中有数#

对不符合检测性能标准的试剂进行更换#以免造成错误结果的

产生)各试剂都有自己的线性范围#对超过线性的结果一定要

进行增量或者减量测定#尤其是一些酶类检测#超过线性的高

值标本检测时经常会由于底物耗尽而出现假性低值或者负值#

负值审核时容易审出来#但一些假性低值结果则需要结合其他

检验结果或者看仪器上的报警#查看反应曲线才能发现#这方

面就需要审核者倍加注意了)

/)1

!

检验结果的总体审核)检验结果都有各自的参考范围#

因此#一般来说#一天的检验结果应该也会大部分落在此范围

内#而且应该处于此范围的中值附近#如果出现总体大于此范

围或者低于此范围#则要引起注意此项目结果是否偏高或者偏

低)比如
b

的结果一般都会在
()#

!

#)%GG7A

"

*

之间#中值

在
3)%

左右#如果查看当天结果大部分在
3)%GG7A

"

*

以下而

3)%

以上的结果非常少#则要考虑
b

是否偏低#需要校正)目

前许多医院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S0

%都可以很方便的查看

当天的检验结果#可以调出某个项目当天的所有测定值#可以

一目了然地看出当天结果和总体性)审核者最好能在审核前

在
*S0

上调出各个项目查看总体情况)

审核报告单尤其是门诊报告单时还要注意患者基本信息

如名字,性别,年龄等)不过随着条码系统的广泛应用#这方面

的错误发生率大大降低)

目前#对临床实验室管理越来越规范化#临床检验实验室

进入全面质量管理管理阶段*

!5%

+

)检验报告的审核在检验分析

工作中非常的重要#重视检验报告单的审核#将错误的报告单

堵在检验分析过程中最后的一环#避免对患者造成误诊或者漏

诊#同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科室形象)要做好审核工作需要我

们不断的在工作中进行总结分析#积累经验)以上只是笔者个

人在工作中的一些总结分析#而且由于作者一直从事生化工

作#所举的都是一些生化方面事例#但其他组别如临检,免疫应

该大同小异#可以举一反三)本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引起大家对审核工作的重视#共同做好检验报告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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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也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构建

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0医患和谐1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

医患的和谐#也不可能形成和谐社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医

患双方共同的责任#医院和医务人员要尊重患者#理解患者#为

患者着想(广大患者也要相信医院#信任医务人员#尊重医生的

辛勤劳动)因此#通过各方的努力#一定能够营造出医患之间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良好氛围#建立起

新型的,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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