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归还门卡至科室网络信息管理处,这样实验室的任何出入

情况#电脑系统都有备案,

实验室内的所有设备物件按使用仪器类型不同#分别将相

关功能的仪器集中#统一由专人管理#做到责任到人#明确职责

与效益关系,每台仪器都配有负责人+使用日期+使用人+仪器

使用状态+日常维护保养登记本,对于一些专用和危害生物安

全的生化试剂或菌株#都由专人管理登记#每次请领工作都严

格做好登记#保证化学生物物品的生物安全,利用现代管理手

段#本科室专门买进试剂请领管理软件#方便耗材试剂的订购+

消耗及经费开支记录工作#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

&

*

,本科生的

实验室消耗费用来自教学经费#研究生来自导师经费#工作人

员使用实验室经费来自自己科研经费及科室项目补助,每学

期结束前#实验室管理人员做好实验室教学科研的总结工作#

将实验室使用情况+论文课题发表情况+本科生实验课考核及

考勤记录)

(

*

+各类仪器损耗及费用明细表等写出书面总结#交

部系存档#并报系办和教务处备案,此结果作为学院今后对各

实验室考核和审批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重要依据,

在检验医学实验室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实践过

程中#作者发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和解决,作者科系全体

成员将继续努力#不断研究+完善检验医学实验室高水平的管

理模式#更好的为实验室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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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病理标本的革新管理

李洪英"重庆西南铝医院手术室
!

)'"$#(

%

!!

"关键词#

!

手术标本$

!

管理$

!

护理$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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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2&/%$$&$)&%.)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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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标本是患者疾病判断的标准之一#外科医生将根据病

理标本的检测结果#来给患者制订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因此#

手术室病理标本管理是手术室管理工作中最为重要而又最容

易忽视的环节之一,为此#本院对标本管理及送检流程中易出

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总结出一套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制

度#注重细节管理#取得了满意效果#现介绍如下,

$

!

存在的问题

$%$

!

手术标本保留存放不规范
!

术中取出的病理组织储存不

规范#没有密闭%倒入的固定液浓度不标准%手术医生将标本拿

给家属观看后不亲手交给巡回护士%病理标本不上锁,

$%/

!

手术标本处理不规范
!

手术标本未放固定液或固定液量

未大于或等于
"'

倍标本体积%同一患者多个部位标本固定在

同一标本袋中#无法区分%同一台手术有多个标本时#往往会造

成各小标本间混淆,

$%'

!

手术标本丢失
!

手术过程中缺少2逢切必检3的观念#或

其他原因造成标本随垃圾丢入污水桶+下水道或送检途中不慎

丢失)

"

*

,

$%1

!

手术标本送检流程不规范
!

流程中忽略了手术医生和病

理科人员核对签名%送检过程中留检人+送检人+接收人只用打

钩表示有无标本#而无签名#对日后查找跟踪造成困难,

$%2

!

病理申请单+标本登记本及标本袋标签填写不及时+不完

整
!

病理申请单是手术医生在术前部分填写#并由病房带进手

术室#术后补充填写完整#部分申请单对手术所见及切取部位

描写不够详细#给诊断造成困难)

#

*

,标本登记本填写不及时+

不完整,

/

!

导致的原因

/%$

!

规章制度不落实#细节管理不到位
!

如标本签内容填写

有误#忘记查对和登记#有时忘放固定液#标本不上锁#医生拿

走时不经过手术室护士同意,

/%/

!

流程不合理
!

巡回护士登记+签名
+

送检者填写送检时

间+签名
+

病理科填写接收时间+签名,忽略了手术医生核对

签名#导致有的医生责任心不强#对病理不重视,

/%'

!

细节管理不到位
!

如标本送检资料不全+标签贴错等,

'

!

积极应对策略

'%$

!

使用透明胶布固定标签
!

标本盒上的标签容易脱落#改

用粘性较好的透明胶布来固定标签#发现此方法比用胶水贴标

签更为牢固,标签脱落现象再也没有发生#确保了标本存留的

准确性#杜绝了由于标签贴错而使病理标本混淆的差错事故,

'%/

!

在同台手术中对多个病理标本进行分类固定
!

如胃大部

分切除术#切下的胃组织及淋巴结不可浸泡于同一标本盒内#

由台上器械护士接取病理标本并与医生核对#尽可能把病理标

本分开放置,巡回护士在浸泡病理标本前应再次与医生核对,

'%'

!

用一些特殊器皿来浸泡极小的病理标本
!

某些手术切下

的病理标本极其微小#在浸泡过程中易丢失#用像装氨苄青类

似的小玻璃瓶#将其瓶内药物清洗干净#把原标签撕掉#作为标

本盒来浸泡小标本#并可以将其瓶盖盖紧,巡回护士可以清楚

的再次检查透明小玻璃瓶中的病理标本,

1

!

革新标本管理送检流程强化细节管理

1%$

!

常规病理标本送检流程
!

$

"

&巡回护士选择大小合适的

标本袋#认真填写床号+患者姓名+科室+住院号+标本名称,

$

#

&器械护士将切下的标本交给巡回护士,$

$

&巡回护士立即

倒入足够量的固定液#在标本本上填写日期+患者姓名+病室+

床号+住院号+标本名称#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立即放入病理标

本柜中保管好,$

)

&每天
$

G

;

由值班护士和送检者共同核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1

卷第
"(

期
!

P=IQ<D,9AB

!

3E

F

E>C#'""

!

T89%1

!

28%"(



标本数目+病理送检单+标本+病理交接本#并且双方在病理交

接本上签字#确认无误后送病理科,$

&

&送检者和病理科人员

共同核对病理标本和病理送检单#确认无误后在病理交接本上

填写接收时间+标本数量并签名,$

(

&标本送检者把病理交接

本带回手术室,

1%/

!

术中快速冰冻切片
!

$

"

&手术前一天由外科科室与病理

科联系#并填写快速冰冻切片病理单,$

#

&手术当日器械护士

将切下的标本交给巡回护士放入标本袋内,$

$

&巡回护士认真

填写病室+床号+患者姓名+住院号+标本名称#并在冰冻切片标

本本上签名#将标本和冰冻切片交接本一并交给送检者送病理

科,$

)

&病理科人员认真核对并填写接收时间及签名#出具病

理报告单,

1%'

!

强化细节管理
!

$

"

&根据标本的大小选择不同规格的标

本袋#巡回护士认真检查标本袋有无破损%$

#

&必须倒入足量固

定液#袋子要密闭#防止液体流失和标本丢失%$

$

&小块标本注

意先将小标本袋内倒入适量固定液#用钳子小心夹取标本放入

液体中#并仔细察看标本是否在小标本袋内%$

)

&同一患者多个

标本应分装几个标本袋#严格按规定内容逐项填写%$

&

&特殊感

染的手术标本#在标本袋上贴上黄底黑字的感染标志#防止交

叉感染%$

(

&及时锁好病理标本柜门#防止标本丢失或混乱#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询问当事人并向护士长报告,

2

!

体
!!

会

随着相关医疗法规的不断完善#病理标本丢失造成的医疗

纠纷屡见报道,因此#标本的保存和送检每个环节显得尤为重

要,近年来本院加强了对手术标本的管理#建立了相关的各项

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传染性标本要做好特殊标志#以提

示病理科做好防护#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院内交叉感染,手

术室人员在工作中必须提高对标本管理的认识#并严格执行各

项标本管理措施#才能有效地保证手术标本安全无误#防止由

此而引发的差错事故及医疗纠纷,

)

!

小
!!

结

强化细节管理#护士长每周不定期抽查#及时发现问题#避

免差错事故发生,手术标本对患者的疾病治疗及病情预告有

重要意义#通过在工作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标本管理制度#从

而有效地保证了手术标本的安全#确保医务人员免受医疗纠纷

的牵绊#提高了各级人员的责任心#有效地保证了标本无遗失

和无错误发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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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类农药的毒性#故禁用,不需导泻#特别是禁用油类泻剂,

1%1

!

对症治疗
!

$

"

&补液+利尿#给予大剂量维生素
,

及
R

族#适当补碱#保护重要脏器功能,多不需采用血液净化疗法,

$

#

&重症伴肺水肿或严重心肌损害及有全身变态反应者#可加

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

&阿托品可控制多涎+多汗+腹痛等症

状#一般小剂量应用#切忌阿托品化,早年曾有少数应用大剂

量阿托品抢救溴氰菊酯中毒成功的先例#但大剂量阿托品易发

生中毒,文献上曾有大剂量阿托品救治拟除虫菊酯类中毒#引

起阿托品中毒死亡的报道,拟除虫菊酯类与有机磷类混合中

毒者#阿托品化出现早#所需剂量远较单纯有机磷中毒者小#大

剂量应用也易出现中毒反应#应予注意,$

)

&抽搐时临床多首

选地西泮或巴比妥类静脉$肌肉&注射,也可用氯甲噻唑$成人

剂量以
'%16

溶液静脉滴注#

'%&

!

'%*

F

"

@

&及氨基甲酸乙酯

$静脉注射#累计剂量可达
"

F

"

_

F

&以对抗运动症状,止惊对急

救拟除虫菊酯类中毒至关重要#也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有报

道#静脉注射葛根素
'%#&

!

'%$

F

#

#

!

)@

后可重复
"

次$

#)@

内总量可达
"

F

&#治疗溴氰菊酯中毒效果较好%贝克洛芬$

I<?!

98

F

B

&的临床疗效不肯定,

*

型拟除虫菊酯类中毒者#可静脉

注射硫代硫酸钠
"

!

#

F

,动物实验证明#复方丹参注射液+普

萘洛尔和美芬新$

;<

G

@<B<>AB

#对脊髓中间神经元有选择性抑

制作用的肌松剂&等治疗
*

型拟除虫菊酶类中毒有显著作用,

美索巴莫$

;<C@8?=5I=;D

&作用与美芬新相似#一般以
'%$

!

'%&

F

肌肉注射#

"

次"天$累计剂量可达
'%(

F

"

_

F

&,值得注意

是#美索巴莫不宜与全麻药+催眠药及地西泮等联合#孕妇及肾

功能不全者禁用,但也有报道#氯丙嗪+普萘洛尔及利血平等

对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中毒有增毒效应#应予注意,如无特殊需

要#不宜使用肾上腺素,

1%2

!

肟类复能剂对拟除虫菊酯类中毒无效#并有一定毒性作

用#故不宜使用,

1%)

!

与有机磷农药混合中毒时#因有机磷抑制拟除虫菊酯类

农药的水解#并延长其代谢速率#故可增强拟除虫菊酯类的毒

性,一般按有机磷中毒治疗原则处理,紧急情况下#可用
#!

$羟基亚胺基&甲基
!"!

甲基
!

吡啶翁甲磺酸盐$

?8BC5=C@A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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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解毒)

(

*

,与杀虫脒或西维因

混合中毒时#分别按甲脒类+氨基甲酸酯类中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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