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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设置储血点+以达到安全用血的目的

/1$

!

为了规范)科学)准确地设置储血点#确保储血点设立工

作有序进行*由市卫生局下文#要求各县$市%卫生局)医疗用

血单位配合血站做好工作#各县卫生局负责监督)指导落实具

体工作*血站与各储血点签订供血.协议书/#明确各方责任#

包括!工作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

/1/

!

以县级人民医院输血科为配送供血网络载体 为保证县)

镇医院临床供血安全)有序#实施三级供血网络管理#血站作为

第一级供血网络#借助各县级人民医院输血科的技术)设备)人

员作为第二级供血网络设立储血点#负责血站中转血液到各县

医院及县属乡$镇%卫生院输血科$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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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建立
9

年的储血点薄弱环节还较多#管理普遍较薄弱#有

的操作规程有待细化与修订(部分记录不完整#难以保证对过

程的有效监控(血液贮存过程管理不到位#影响储存血液质量

和临床输血安全(仪器设备未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无规范的

设备台帐#也无设备编号)标志等*有的储血点无关键设备发

生故障时的应急预案#储血点没有明确人员职责#有制度#但无

相关程序文件等#存在安全隐患#对确保血液质量稳定性和血

液安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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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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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11$1$

!

由于我市辖区面积大#

%8

个用血单位规模小而分散#

路程远#每次送血量少#且无用血计划#随叫随到#这对医疗单

位的临床用血特别是边远山区地区的急救用血供应带来极大

的影响#且送血交通安全和血液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人力)物力

资源也造成相当大的浪费+

#

,

#储血点的建立有利于资源整合和

临床及时)安全用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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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大多二级以下的医院不能

完全进行输血前相关传染病的检测#如
5

)

P

)

3

反定型#交叉配

血试验#不规则抗体筛选等实验室检查工作*对不能完成实验

相关检测的医院特别是城镇医院可将标本送储血点#由储血点

完成各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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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11/1$

!

统一培训相关业务人员#强化输血质量管理#建立全面

质量控制体系并严格执行*血站派出业务骨干对储血点工作

人员进行面对面培训#使之掌握与中心血站一致的相关工作流

程和制度#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相关工作制度)岗位职责和操作

规程#规范履行储血点贮备及供应职责*

11/1/

!

建立质量管理监控制度 血站质管科负责实施储血点

质量管理监控#每月对血液管理)设备管理)温度监控)耗材试

剂的使用等进行检查#每年负责请计量部门进行设备检定#确

保用血安全*

11/1'

!

根据0血站管理办法1要求#建立了对储血点管理质量

管理体系#明确了血站各相关科室对储血点关联的职责#血库

根据各储血点血液出库情况负责制定储血点送血计划#包括送

血量)送血品种)规格以及送血时间*

总之#按照卫生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血液配送要求#

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储血点设立+

&

,

#在依法供血#规范临

床及时)合理)安全用血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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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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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临床检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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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应用#使检

验医学发展越来越迅速#知识交叉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检验与

临床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临床诊治医疗工作中#越来越多

的临床医生依靠检验信息综合分析#进行诊断)治疗和预后判

断*应该说检验医学工作在临床诊疗工作中越来越发挥着重

要作用#已成为诊疗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

加强检验医学的质量管理+提高检验医学水平

检验医学是指对临床标本进行正确地收集和测定#提供准

确和及时的报告#并能为临床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临床将这些

数据正确地应用于诊断治疗和预防工作中去的一门学科*它

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生物)微生物)血清或其他体液的检验#与其

他检查技术相配合以确定患者的临床诊断*检验科的主要任

务是为临床科提供准确)可靠)及时的检验报告#一个准确的结

果#有利于医生对患者的诊疗#而一个不准确或错误的结果会

给患者带来不可想象的损失#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临床实验室

工作的核心是检验质量问题#要做好分析前)中)后全过程的管

理*目前#随着检验方法学的更新#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检验

人才的结构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已使临床检验质量有了很大

提高*

全面质量管理是获得准确实验结果的重要保证*全面质

量管理是获得准确实验结果的重要保证*标本从患者到实验

室的环节众多#必须步步谨慎*这就要求临床医师熟悉患者的

各种情况#要求检验人员对各种影响检验的因素有全面系统的

了解#要求采血人员规范操作)完善制度并使用安全性好且质

量高的采血用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质量的标本)高质量

的检验和对检验结果的准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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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结合

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一方面要求检验

人员对所测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并收集临床科室的反馈意见)

接受合理建议)要求)改进检验科工作#或开展新业务#满足临

床需求*检验科人员还可以宣传)讲解)新技术新项目的临床

意义#合理及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帮助临床医生对疾病进行诊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断*在医院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案中检验科负责人参加科主任

例会#参加临床会诊#病例讨论等#有利于双方沟通和提高*检

验医学的特定地位决定了它们必须与临床保持双向联系*检

验科除了加强自身建设#还必须加强临床意识*才能更好地使

实验室工作与临床诊疗工作紧密结合#提高检验医学的整体素

质(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应加强对检验医学的学习和认识#随时

加强沟通#才能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刚刚毕业的医学生#他们

对现有检验项目的临床意义认识)理解不够深#只停留在教科

书上#它的内容往往滞后于临床医学和检验医学的发展#很多

新技术)新项目)更新很快#故更有必要加强对检验医学的学

习*特别要着重学习新开展检验项目的临床应用)方法原理和

临床意义)影响因素)生物学变异)药物影响)参考区间等知识*

临床医师根据检验结果#结合所收集的详细完整的病史#进行

系统体格检查及分析#为预防保健)疾病诊断)治疗)科研成果

提供客观依据*检验与临床配合)沟通的重要性及新业务)新

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检验医学的同步发展*

检验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作用愈发的明显#已经从医疗辅

助角色转变为现代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患者)医

生息息相关#还跟整个医院的医疗水平密切相关*准确的检验

指标不仅可以评价治疗效果#而且可以指导医生临床用药#这

就为提高医药的整体医疗水平提供了相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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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应能正确读懂检验报告单

临床医生面对的是患者#一个具体的人#检验科面对的是

大量标本#而这或许是临床医生和检验科看化验单的区别所

在*看到一份化验单的结果#不论正常或异常#临床医生必须

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才可以分析)解释*但如果仅专注于提

高看化验单的技巧#那也充其量只能成为一名熟练工*真正的

临床医生#不仅要看到化验单对疾病的诊治的作用#更要看到

患者的担忧和期望#把患者放在关注的焦点#.看/化验单才会

有真正的意义*临床医生对化验指标的基础知识了解越多#选

择化验项目时会更有针对性#对提供标本的患者了解越多#会

发现化验指标的意义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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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沟通

由于检验项目的不断增多与临床检验应用的复杂性等因

素#检验与临床的关系#反而越来越不和谐#甚至常常处于一种

相互对立状态*为此应加强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主动沟通*

检验科应主动参与临床科研工作#经常性地与临床科室进

行学术讨论和信息交流#一方面#检验人员可以多掌握一些临

床知识#提高分析判断检验结果的能力#通过沟通与交流认真

听取临床医护人员对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评价及对检验科工作

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同时对检验科的内部建设)工作改进)质

量提高均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临床医护人员也有更

多的机会熟悉和了解检验科的实际工作情况#所开展项目的方

法学原理及干扰实验的各种因素#了解检验新技术的发展

动态*

目前#多数临床医生不合理申请检验项目#不了解检验医

学的进展#不能有效地利用检验新技术)新项目#习惯于旧检验

项目*当检验结果与临床不符合时#不少临床医生常常怀疑检

验科的水平#甚至当着患者或患者家属的面指责检验科的结果

不可靠#增加了医患纠纷的风险*但在临床实际工作中#经常

存在护士采集标本不符合检验要求的情况#标本采集方法不正

确)标本送检不及时及临床使用药物等会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检验质量的提高需要医生)护士的配合沟通#检验科在全

面质量管理过程中#标本的采集#运送是最基础#是最重要的方

面之一*而这部分工作绝大多数过程是由医生)护士完成的*

标本采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也是检验科

与临床配合最容易发生问题的部分*

检验质量的反馈#需要临床医生的配合与沟通*检验科每

天要发出许多项目的报告单#发生误差也在所难免*当检验报

告发出后#结果是否与临床预期相符#只能通过临床医生的反

馈才能知道#如果医生发现某项检测结果与临床相差太远#可

通知检验科进行复查#并给予复查证实后的可靠结果*如有错

误#立即纠正*如复查结果仍与原结果一样#与临床预期相差

太大#可能是病情又有新的变化#这一反馈机制必须要由临床

医师及时与检验科配合)沟通#才能保证临床诊断的效果*

医院管理上要求加强检验与临床沟通*管理的核心就是

沟通#而良好的沟通是和谐)服务满意的基础*提高医疗质量#

防范医疗事故的发生#要求加强检验与临床沟通*一方面#强

化规范化操作及全面质量控制#另一方面#必须加强检验与临

床沟通#认真听取临床对检验工作的意见及要求*针对主要的

意见如检验结果与患者的临床表现不相符)检验结果的可信

度)急诊检验报告的及时性等#通过良好的沟通#避免过失*如

果没有有效的沟通#临床容易引起错误的判断及治疗#可能发

生医患纠纷*循证医学要求加强检验与临床沟通*只有改变

脱离临床的现状#加强检验与临床沟通#才能发现问题)回答临

床的问题)并完善检验的临床应用和正确选择检验项目*检验

医学通过与临床医学的有效沟通#可促进临床标本的正确采集

以及检验结果的正确解释和应用#把实验室单方面的质量控制

发展为全面质量控制(同时实验室也可从临床上获得许多有用

的反馈信息#借此进一步综合评判实验的方法学及其临床价

值#以便不断完善操作规程并推进新项目)新方法的开展)普

及*临床医学通过加强与检验医学的广泛联系#了解日新月异

的检验新技术)新方法#从而正确选择检验项目#更多)更有效

地利用各种检验证据和信息#提高临床医疗诊治水平*因此#

加强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有效沟通#既达到利在双方#益于

患者(又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必将加快医学科学的发展*

临床医师合理选择实验项目是使检验结果发挥临床价值

的前提#临床医师需对实验的方法学原理)临床诊断意义及干

扰实验的生理)病理和药理等因素有较深入的了解#这是检验

师需要与临床医师沟通的首要问题*检验科要向临床医生#提

供每项检验结果的参考值)临界值和危及生命值#及如何准确

判断分析化验结果*临床医师需要认真)完整地填写检验申请

单#特别是患者存在有可能干扰检查结果的服药史)特殊的病

理变化)与检验有关的既往史#以及留取标本和送检标本的时

间等*

医学检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建议临床医师选择合理

的检验项目*现代检验医学的发展给医学检验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同时必须让临床医师及时了解检验项目的更新和临

床意义#合理选择检验项目#节约医疗资源*为了确保实验室

检验结果准确可靠#首先要保证送检标本的质量#而影响标本

质量的因素有生理学)采血方式到血样运送)储存等多种非疾

病因素以及药物治疗*检验科人员必须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

的沟通联系#提高全体人员对这些因素的系统全面认识*可不

断改善检验与临床的关系#也可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

检验质量*参加临床查房和病例讨论可使检验人员学习更多

的临床知识#听取临床对检验结果的评价#同时解释临床医师

对检验结果的疑问#将临床对实验室的建议及时反馈及时改

进#并能及时消除一些误解*建议医院实行$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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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预防血栓功能锻炼计划
!

$

#

%主动活动股四头肌#

作肌肉的等长收缩每组
&$

!

"$

个#间隔
8'#

次*$

&

%踝关节

的屈伸运动)环转运动#每组
&$

!

"$

个#间隔
8'#

次*$

9

%趾

跗关节屈伸运动#每组
&$

!

"$

个#间隔
8'#

次*$

8

%趾间关节

的屈伸运动#每组
&$

!

"$

个#间隔
8'#

次*$

"

%抬臀运动!双

手肘部作床#作臀部向上抬的动作#每组
"

!

#$

个#隔

&'#

次*

/1$11

!

保护血管
!

避免在患肢穿刺#尽量选择上肢静脉穿刺#

拔针后棉球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局部血栓形成#需长期输

液者#应避免在同一部位)同一静脉反复穿刺#使用对静脉有刺

激性的药物时更应注意*

/1$12

!

进食低脂肪)多纤维素食物
!

低脂肪可避免血液黏稠

度增高血流淤滞而加重血栓形成*多纤维素可促进大便通畅*

从而避免用力排便致腹内压突然升高使深静脉血栓脱落*便

秘者给予通便药或者灌肠*指导患者多食用油菜)香菇)黑木

耳)豆腐及豆制品等*

/1/

!

术后护理
!

血栓发生以术后
9

!

"I

多见#最迟术后
&

周#此时患者骨折及术后疼痛期已过#突然出现肢体疼痛)肿胀

应怀疑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肢体的疼痛难忍)明显的肿胀

会使患者产生烦躁不安)焦虑和恐惧心理#容易对治疗失去信

心*此时应耐心地告诉患者下肢血液循环的特点和肢体制动

后血栓形成的可能性#前瞻性的预防和护理可以减少发生率*

鼓励患者按照指导进行系统的功能锻炼#同时教给患者使用分

散注意力的方法来减轻疼痛#当患者病情好转)患肢肿胀减轻

时#患者增加信心#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

/1/1$

!

安置合适的体位
!

术后患者安置平卧位#患肢抬高
&$l

!

9$l

#制动#早期对下肢进行定期的被动活动*不要过度伸展

下肢或在膝下垫枕或其他物体致膝关节屈曲#以防压迫静

脉#阻塞静脉回流*

/1/1/

!

肢体功能锻炼
!

$

#

%按照术前的预防下肢
\W.

预防

计划表执行*术后早期做股四头肌等长收缩锻炼(对不能进行

主动活动的患者#在治疗允许的情况下应定时按摩下肢*促进

静脉回流*在骨折固定允许的情况下及早主动活动踝关节#进

行踝关节的屈伸及环转运动#利用.踝泵/的作用加速静脉回流

速度*$

&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的使用*术后第
#

天即可使用#

对患者应用间歇充气压力#分别对踝部)小腿和大腿产生
8"

)

9$

和
&$KK2

@

的压力#使下肢血流速度增加
&8$R

#防止下

肢
\W.

形成*物理方法防止围术期
\W.

形成应用起来方

便#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9

%

!+4

机使用*活动关节#促进下

肢肌肉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1/1'

!

密切观察患肢肿胀情况
!

髌骨上缘以上
#"BK

处)髌

骨下缘以下
#$BK

处做标计#每日测量其周径#了解肢体肿胀

变化情况*观察患肢皮肤颜色)足部动脉搏动情况*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向医生汇报以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同时要保持床

单清洁)干燥)平整#每
&

小时更换受压部位#防止压疮发生*

/1/11

!

饮食
!

宜少盐)清淡)富含纤维素#以便保持大便通畅#

应吃新鲜蔬菜瓜果及黑木耳等降低血液黏稠度的食物*

/1/12

!

患肢保暖
!

低温可导致患肢血管收缩#血流减缓#有诱

发及加重血栓形成的危险*

/1/1)

!

环境禁烟
!

因烟中尼古丁及烟碱可使末梢血管收缩#

血液减少#血管内膜变化而引起胆固醇沉着*

/1/1.

!

药物预防血液呈高凝状态
!

术后给予低分子右旋糖酐

滴注或口服小剂量阿司匹林等#加强抗凝治疗*对于高危患者

$如既往有下肢
\W.

病史)高龄)双下肢多发骨折等%应于术

前
#&'

开始给予常规剂量的低分子肝素或维生素
]

的拮抗#

现在有提倡使用利伐沙班*术后
%'

开始服用#间隔
&8'

再

服用*

中药用活血化淤汤)舒筋活络汤*在患者预防性应用抗凝

药物以后#需观察药物的过敏反应)手术切口渗血情况及消化

道出血倾向等不良反应#对胃黏膜有刺激性的药物给子饭后服

用#定时复查大便)尿潜血及凝血酶原时间#为准确用药提供

依据*

/1/1T

!

下地活动
!

需穿弹力袜或用弹力绷带#适当压迫浅静

脉以促进静脉血的回流和减轻下肢水肿#初期活动时间不宜过

长#预防血栓的形成*

'

!

小
!!

结

骨科大手术患者因疼痛)制动#使下肢肌肉泵功能减弱或

消失#可造成静脉血流缓慢(术中止血带的应用更易引起静脉

血流淤滞(脱水剂的应用使血容量减少#血液黏稠度增高#也可

使血流缓慢+

#)&

,

*手术创伤可以引起血小板反应性改变#具有

强烈抗凝作用的蛋白质细胞减少#造成高凝状态#手术时和手

术后都需卧床#下肢静脉血液回流缓慢#血液滞留在静脉内#可

有大量的白细胞积聚#有效的预防措施#在移向内皮细胞和基

底膜的过程中#能造成内膜损害#易形成
\W.

*早期进行适时

的健康指导)制订严密的前瞻性护理预防措施#进行有效的功

能锻炼及用药指导#是预防
\W.

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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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配的医师到检验科轮转制度#让临床医师更多了解本院检

验科的检验项目和检验科的工作特点*临床医师开展的科研

课题应主动与实验室人员联系#制订方案#共同努力完成(也可

邀请医学检验专家为临床开展讲座#对新开展的实验项目)标

本要求)参考值)影响因素)临床意义等进行讲述#这不仅活跃

了学术气氛#也可加深了解相互支持共同完成好工作*

医院开展定期的业务讲座是检验与临床相互配合)沟通最

有效的方式之一#针对样品采集)存放问题的具体要求#利用这

种方式#对医)护人员进行详细讲解#使他们对检验业务的认识

不断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检验科应经常

主动下科室与医生)护士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征求他们对检验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种配合)沟通的方式#将对检验工作者能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提高医学检验质量*

总之#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只有临床医

学与检验医学进行有效的沟通#才能使检验结果更加准确并得

以更好地应用#同时检验科也通过临床反馈的信息#不断地完

善并推进新项目)新方法的开展#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加快医学

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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