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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疾病筛查网络平台在新生儿疾病筛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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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基于网络构建新生儿疾病筛查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在全市架构下统一实施新生儿疾病

筛查技术服务和信息管理新模式及其作用$方法
!

自主研发+新生儿疾病筛查信息管理系统,!为本市所有分娩医

院提供筛查技术服务和信息共享管理平台!并对应用该系统前后新生儿疾病筛查率&随访率&治疗率等方面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
!

成功构建该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从采血&传递&检查&报告&查询&跟踪随访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实现了新生儿基础资料和检查文件自动导入!疾病筛查&确诊和治疗等信息共享$启用该系统后对所有新生儿筛查

结果实现自助短信告知筛查结果!疑似病例自动短信召回!重点加强对阳性患儿长期的治疗和随访!使本市新生儿

疾病筛查随访率&治疗率明显提高$对筛查相关机构进行质控和评价体系!保持筛查技术的先进性!取得该系统著

作权证书号
)*'*Q4*':)@B

$结论
!

启用该系统后!实现本市新生儿系列筛查全覆盖!最大范围减少失访$该信息

平台可以让基层工作人员从繁重的手工登记统计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好地为孕产妇和

新生儿服务中去$该信息平台可以解决广大家长及时获得新筛结果的迫切需求!更好的为家长服务$该信息平台

使本市儿童保健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极大地提高了本市保健的整体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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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健院依据0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从
'@@A

年

开始先后开展了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5

%*苯丙

酮尿症$

/[Z

%和葡萄糖
3,3

磷酸脱氢酶$

",/6

%缺乏症
(

种新

生儿先天性疾病和遗传病的筛查#全市筛查覆盖率和筛查率逐

年上升+

'3)

,

#筛查数量和随访量逐年增加)随着新生儿疾病筛

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如何进一步提高新生儿疾病筛查系统管

理#如何对疾病筛查异常的儿童进行跟踪*随访*确诊*治疗是

疾病筛查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以先进的计算机

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已经成为疾病筛查管理的

必然趋势#要使新生儿疾病筛查机制有效运作#需要建立和完

善统一的新生儿疾病筛查数据库)本院自主研发基于条形码

技术的.新生儿疾病筛查信息管理系统/#建成覆盖分娩医院*

-

A*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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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医院和市级疾病筛查中心的三级医疗机构的新生儿疾病

筛查综合管理新模式#自
)*'*

年
'

月在全市启用后#临床应用

良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回顾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珠海

市疾病筛查登记本全部台帐资料$手工资料%#异常结果电话通

知#复诊时再找回原记录进行登记)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市全面推广使用.新生儿疾病筛查资料管理和随访系统/

资料$数据库资料%#依托本市健全的妇幼保健三级网络#在全

市有产科的医院逐步推广*普及新生儿疾病筛查网络转诊工

作#实现新生儿疾病筛查资料和筛查结果网络共享)

$8/

!

标本采集
!

于新生儿出生
:)0

后#在其足跟部内侧或外

侧采血滴于专用采血滤纸上#自然晾干后密封保存于
)

!

Cb

冰箱内#定期邮寄到本院新生儿疾病实验室或派专人送过来)

$8'

!

测定方法
!

!5

*

/[Z

和
",/6

缺乏症筛查试验分别采

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荧光免疫分析法和荧光斑点法)化学

发光免疫法测定血清中的
1(

*

1A

和
1Q5

水平用于
!5

确诊)

"3,/6

缺乏症则通过硝基四氮唑蓝$

XR1

%法测定
",/6

酶活

性而确诊)每批试验的同时均加入室内质控品#并定期参加卫

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评#结果均在控)

$81

!

.新生儿疾病筛查资料管理和随访系统/建立
!

基于互联

网技术#应用
QU7Q#2D#2)**B

作为技术手段建立数据库#与各

医院信息系统$

5TQ

%对接#各医院信息员按照0新生儿疾病筛

查血片采集技术规范1和0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新流程1

要求自动导入采血转诊新生儿资料#实行网络转诊#筛查中心

添加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

$82

!

依托已经建立的疾病筛查组织网络#构建珠海市新生儿

疾病筛查三级网络
!

市疾病筛查中心负责标本筛查*确诊和治

疗工作)区县妇幼保健院主要承担本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的

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即网络建设*技术支持*质量控制和信息

管理#指定专门负责人协调*落实筛查管理中心具体工作)各

筛查点成立质控小组#聘任质控员#具体负责本筛查点血片的

质量和新生儿标本转诊工作#原始数据的记录录入"导入)质

量控制严格按卫生部0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1要求对出生

(H

的新生儿进行疾病筛查)

$8)

!

筛查结果查询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为手工查

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通过系统查询可以随时了解

每一个新生儿的筛查进展情况*筛查全过程和最终诊断结果和

自动短信随访情况#具有统计分析报表功能)

$8.

!

统计学方法
!

对使用该系统前后新生儿疾病筛查初筛

率*复诊率*随访率及治疗率运用
QJE;;Q>E>EC

软件进行
!

)

检验)

/

!

结
!!

果

/8$

!

该系统基于网络#服务于所有筛查机构和新生儿家庭#实

现了数据集中*流程透明#实现从采血*传递*检查*报告*查询*

跟踪随访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全方位的统计分析功能)

/8/

!

该信息平台实现.新生儿筛查资料和筛查结果管理/和

.自动短信随访/两项功能#各分娩医院只需开通上网权限就能

使用该软件#对所有新生儿筛查*诊断*干预等信息共享#使用

条形码技术#方便查询和筛查结果录入)该系统对所有新生儿

筛查结果实现自助短信告知筛查结果#疑似病例自动短信召

回#重点加强对阳性患儿长期的治疗和随访)对筛查相关机构

进行质控和评价体系#保持筛查技术的先进性#取得该系统著

作权证书号
)*'*Q4*':)@B

)该系统实行三重网络防护#有网

络攻击时自动切断数据库链接并备份数据库)

/8'

!

该系统自
)*'*

年
'

月在珠海市内
)B

家有产科的医院中

逐步推广使用#至今全部医院实行网络转诊#使得珠海市疾病

筛查网络覆盖率达到
'**V

#筛查率达到
@*8AV

$表
'

%#新生

儿复筛率达到
CA8@V

#明确诊断需要治疗患儿治疗率
'**V

$表
)

!

A

%)由于该系统对疾病筛查异常儿童作出自动随访#

系统的使用有助于规范各级新新生疾病筛查管理工作)

表
'

!

该系统启动前后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初筛情况

时间 活产数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筛查数 未筛查数 初筛率$

V

%

苯丙酮尿症

筛查数 未筛查数 初筛率$

V

%

葡萄糖
3,3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筛查数 未筛查数 初筛率$

V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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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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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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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启动前后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初筛)复筛)确诊及治疗情况%

!5

&

时间
初筛异常

总数

按时

复筛数

未复

筛数

复筛率

$

V

%

复筛异常

总数

按时

随访数
未随访数

随访率

$

V

%

确诊异常

总数
治疗数 未治疗数

治疗率

$

V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B: )B: '** :)8* (A (A * '** (A (A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AB )*C (: C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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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比较#

!

)

9'(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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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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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启动前后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初筛)复筛)确诊及治疗情况%

/[Z

&

时间
初筛异常

总数

按时

复筛数

未复

筛数

复筛率

$

V

%

复筛异常

总数

按时

随访数
未随访数

随访率

$

V

%

确诊异常

总数
治疗数 未治疗数

治疗率

$

V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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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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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该系统启动前后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初筛)复筛)确诊及治疗情况%

",/6

缺乏症&

时间 初筛异常总数 按时复筛数 未复筛数 复筛率
V

复筛异常总数 按时随访数 未随访数 随访率
V

确诊异常总数

)**:

年
'

月至
)**@

年
')

月
'A'@ BB* C,@ (C8, BB* B)( ): @B8' B)(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AA@ ABA A@8:

(

AA@ A(B 'A @,8: A(B

!!

注!

(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比较#

!

)

9):8*BCA

#

!

"

*8*'

)

'

!

讨
!!

论

以上资料显示#在本市启用该系统前后新生儿疾病筛查初

筛率均在
@*V

以上#无明显变化#但是疾病筛查复筛率*随访

率和治疗率均比启用系统前明显提高#尤其疾病筛查异常随访

率和治疗率均达到
'**V

)为此#要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应该建立和完善疾病筛查信息化管理工作#建立与之配套的新

生儿疾病筛查信息系统相当必要#并有重要临床意义)该系统

涵盖筛查全过程#还包括筛查*诊断*治疗以及跟踪服务*质量

控制和统计报表等信息化管理功能)

'8$

!

条形码的应用是该系统亮点
!

条形码技术以信息码作为

数据交换载体#它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可识别能力#有效保证

了采血卡和病历资料信息的安全性#所有记录进入新生儿筛查

数据库#避免信息泄漏+

(

,

)本系统采用条形码作为新生儿筛查

采血卡和基本资料信息载体具有信息密度高*效率高*信息安

全性高*稳定性强的特点#技术成熟#广泛应用于我国临床实验

室领域+

A

,

)

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使用条形码扫描枪接收采血

卡和查阅基本资料信息#筛查结果自动与采血卡对应#形成完

整的记录#降低错误发生概率)各分娩医院*区县医院和市级

新生儿筛查管理部门实时查看全市筛查人数*阳性人数*需追

访人数等信息#可以进行多重的统计汇总#条形码技术用于新

生儿疾病筛查管理系统中#是该项目的亮点)

'8/

!

该系统提高了珠海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水平
!

该系统

的应用直接提高珠海市新生儿筛查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对筛

查经费监控力度#筛查结果反馈效率达
'**V

#强化病例追访

治疗#完善数据资料的管理和质量监督评估#满足广大市民对

方便快捷获取健康信息的要求#完善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体

系)通过应用该系统#把网络平台建设到最初级的分娩医院#

实现本市新生儿系列筛查全覆盖#最大范围减少失访)全结构

化电子病历系统#可以完整精确地记录新生儿基本资料#筛查

结果#治疗计划*鉴别诊断*预后评估等病历数据资料+

B

,

)所有

病历数据支持异地共享和全文检索#从而为卫生管理部门和科

研部门提供了原始*客观的病历资料#对提高新生儿筛查治疗

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

,

)该信息平台实现管理者分级动态权利

管理#通过一套软件#满足本市所有分娩医院的分级动态管理

和数据统计分析的需求#避免了重复建设#规范了该地区新生

儿出生后所有疾病筛查信息化管理)

'8'

!

提高了珠海市基层单位疾病筛查的工作效率
!

珠海市全

面应用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系统后#基层单位工作人员从繁重

的手工登记统计工作中解脱出来#充分利用系统完成数据的统

计分析和数据上报工作#有效提高了基层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

效率#降低了工作强度#并且使分娩医院工作人员将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好地为孕产妇和新生儿服务中去)贯彻落

实国务院0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3)*'*

%1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要求)

1

!

临床应用初步评价

该系统自
)*'*

年
'

月在珠海市内
)B

家有产科的医院中

逐步推广使用#规范了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工作)该系统

启用前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对登记簿疾病筛查结果逐页查询#电

话通知患儿家长按时复诊#

)*'*

年
'

月本市启用该系统后#随

访功能由系统自动完成#无需安排专人负责#明显提高工作

效率)

使用新生儿疾病筛查系统后#基础信息由送检单位从本院

的
5TQ

系统导入或由该单位的医务人员手工录入#较之前的

由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工作人员的录入#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都有明显的提高)基础信息由送检单位录入#能让新生儿疾

病筛查中心的医务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检测工作中#对保

证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的准确性有非常大的帮助)基础信息

的修改十分便捷#在基础资料的录入有误时#基层医院能非常

方便地改正#并重新打印报告)新生儿疾病筛查送检单位能自

助打印检验报告#使新生儿疾病筛查报告入病例的时间大为提

前#显著提高基层单位的工作效率)基层医院能在第一时间获

知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通知患儿家属进行确诊#让患儿在较

短的时间内得到及时治疗#使疾病对患儿带来的伤害降到最

低#提高了社会效益)新生儿疾病筛查系统强大的统计功能让

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和各个送检单位非常方便地获取各项统

计指标#较之前的手工统计方法有质的飞跃#显著地降低统计

工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总之#基于新生儿疾病筛查信息平台的疾病筛查系统的应

用使送检单位和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的联系由单线变成双线#

由静态变为动态#使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有非

常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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