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溶胶的操作都必须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生物安全柜应定期

检查和验证#需要时更换高效过滤装置#并进行记录)确保离

心机机械性能处于良好状态#离心桶及转子定期检查#定期清

除污染#并进行记录)必要时低温高速离心机或其他可能产生

气溶胶的设备应置于负压罩或其他排风装置$通风橱,排气罩

等%之中#并将其可能产生的气溶胶经高效过滤后排出)高压

蒸汽灭菌器$蒸汽能被回收%#每年定期检查和校验#并由经过

培训的人员负责操作,维护和灭菌效果监测#有相关记录)实

验室应确保检测报告的生物无害性#宜采用电子通讯方式在清

洁区打印,发放报告)在污染区出具的检测报告#需经消毒处

理#达到生物安全后方可发出)实验室配有足够的与风险水平

相应的洁净个体防护设备以及其他安全设备)操作感染性材

料或接触污染容器要佩戴手套#手套使用前要进行气密性检

查#手套用完后先消毒再摘除)实验室内不得穿露脚趾的鞋#

工作鞋为舒适,防滑,不渗液体的平底鞋)

)

!

感染控制以及废弃物处理等安全管理

有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有指定的医疗救

治机构)实验室人员执行健康监护制度,体检制度,日常防护

制度)做好对实验室检验人员健康检查工作#收集从事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检验人员基线血清)不让高危人群从事较高危

险的实验室工作#参与与实验室有关的免疫计划#并进行相应

的免疫接种)使用警告和预防事故的标志来尽可能减少工作

危害)在工作区内不应佩戴戒指,耳环,腕表,手镯,项链和其

他珠宝#长发应束在脑后)实验室重点位置应备有必要的急救

物品#显著位置张贴医疗救助电话号码等信息)实验室有适

当,有效的消毒设备$如喷雾器和甲醛熏蒸器等%#合理安装紫

外线灯#要定期维护和检测紫外强度#有维护,强度检测和使用

记录(实验室配备有效的消毒液#并进行记录(实验结束后对

使用场所要清场#每周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彻底消毒并有消毒记

录#防止实验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的发生)发生感染性或者潜

在感染性物质溢出时#应立即按照程序处理#同时向实验室负

责人报告#并做好相关记录$时间,地点,溢出物,处理方法及处

理效果%)实验室人员对事故原因,经过,处理等环节都要全面

详细说明#不得瞒报暴露事件及安全隐患)重视医疗废物的管

理#按国家相关法规制订各类废弃物操作,收集,运输,处理及

处置的方法)有专人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废物

的管理工作(废物应分类收集,存放(使用专用的废物包装物,

容器#并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使用过的一次性注射

器应毁型,针头要单独存放(有传染性的废物应消毒灭菌后再

处理(与有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理机构签订合同#废物应在规定

时限内清运#移交废物时要进行详细记录)

.

!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体系有效运行

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中#随时可能出现各种

偏离)因此建立和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各项病原微生物

实验活动的监督就非常必要)监督的途径可以通过五个方面)

一是质量监督员日常在职责范围内依据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

件监督生物安全活动是否按规定运行#对不符合生物安全的工

作进行识别#一旦发现#应记录在0不安全工作记录表1中#并

及时报告管理部门)二是客户的投诉,抱怨等也是收集不符合

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途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部门对发现

或收集到的不符合生物安全工作的信息#应立即组织相关人员

进行判断确认#并且采取纠正措施)三是内部审核)内部审核

用于评定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和识别改进)审核的主

要内容有!符合性审核#确定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是否

符合计划的安排,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有效性审核#确定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认真调查分析造成

不符合项的根本原因#提出纠正的建议#经批准后实施)四是

外部审核)包括通常所说的0第二方审核1和0第三方审核1)

外部审核是检验本单位所建立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是

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最新标准的宝贵机会)外审专家

往往能够指出实验室囿于局限性而不能发现的问题#能够有效

的促进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运行与完善)五是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就生物安全体系的质量方针和目标对生物安全管理

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进行系统的评价#可以得出现行

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是否适应实验室活动的要求#以及实验室

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是否对实验室各项生物安全管理活动

具有指导性作用)评审后的改进和验证结果可能导致管理体

系文件的更改和补充,组织机构和职能调整完善,程序改进和

优化,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充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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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服务于临床医学#同时它又对临床医学有着非常

重要的指导意义-

$

.

)临床医学需要检验医学的支持来完成对

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同时#检验医学也需要临床医学的合作来

保证检验质量-

#

.

)保证检验质量是检验工作的首要目标#也是

检验科生存发展的前提#更是保证患者得到正确诊断和治疗的

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影响检验质量的因素比较多#涉及到检

验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三个部分)其中#检验分析前和分析

后的工作主要由临床医护人员来完成#而分析中则由检验人员

来完成#所以要保证检验质量仅靠检验人员不行#必须要依靠

检验人员与临床医护人员的相互合作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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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人员要转变思想)积极与临床医护人员交流与合作

$2$

!

检验人员要转变思想#改变工作习惯
!

以往检验人员的工

作只是在实验室内#检验时只对标本不对人#只注重检验结果和

数据#不考虑临床效果#处于相对封闭的工作状态)*医学实验

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简称*要求+%明确规定!0医学实验

室服务范围包括受理申请,患者准备,患者识别,样品采集及运

送保存,临床样品的处理和检验,结果的确认,解释报告及提出

建议)此外#还应考虑医学实验室工作安全性和伦理学的问

题)1这就要求实验室转变思想#要从过去0以标本为中心#以检

测结果为目的1的工作习惯#转变为0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的诊

治为目的1)*要求+对检验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多

的责任)检验人员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必

须从实验室走出来与临床医护人员一起#完成检验分析前,中,

后整个过程#提高检验质量#全力配合医师对患者进行诊治)

$2/

!

检验人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

作为一名检

验人员首先要热爱检验医学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要掌

握必备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具有扎实的检验医学基础

理论知识(熟悉各个检验项目的实验原理,操作过程,参考范

围,注意事项等)检测过程要符合卫生部临检中心*临床实验

室管理办法+中的要求#建立完整的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

评价)熟练操作新仪器#了解仪器的性能指标,质量控制)要

不断吸取新的医学检验理论知识和检验技术#不断将新的知

识,技术应用于临床检验#不断开展对临床疾病诊断有帮助的

新项目#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同时#也能在与临床

或者患者的对话中做到有据可依,有理可讲#提出自己的新观

点,新看法#给临床和患者一个合理,恰当的解释)

$2'

!

检验人员应定期到临床科室与医护人员交流与学习
!

检

验人员定期到临床科室向医生学习临床医学知识#参与临床查

房和会诊)与临床医生一起与患者近距离接触#了解患者的病

情#感受检验指标的变化与患者病情的相关性)检验科室应定

期组织检验人员到临床科室讲解检验方面的知识#发放检验应

知小册子$上面记录着检验科可以开展的检验项目#详细介绍

每个检验项目的临床意义,参考值,注意事项,标本留取的正确

方法等%#使医护人员更方便地学习,了解检验知识#从而更好

地运用检验项目)检验人员还可以把临床医护人员对检验科

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回检验科#帮助检验科发现自身的不足和工

作的疏漏#进一步改正缺点,发扬优点#完善服务质量)对一些

临床有疑问的化验结果#检验人员应与临床医生一起分析#找

出原因并及时解决问题#随时回答医护人员提出的关于检验方

面的问题#尽力满足他们对检验方面的要求)

$21

!

检验人员帮助临床医生选择合理的检验项目
!

检验人员

不仅要向临床医生报告检验结果#还要帮助他们选择正确的检

验项目#合理的利用实验资源)这是因为有时候临床医生不太

了解一些检验指标的临床意义)比如做肝功能检查#如果只是

正常人体检#就仅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检查就可以#但

怀疑是急性肝炎#需做
/N,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O,

%,

总胆红素,结合胆红素测定#若怀疑是慢性肝炎#除作前几项外

还应加上碱性磷酸酶$

/N-

%,

0

1

谷氨酰转肽酶$

YY,

%等项目)

检验项目的针对性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应用心肌损伤标志物诊

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O

%#以前在诊断上依赖心电图检查

和酶学检测#现在建议使用肌钙蛋白$

A,C,

或
A,A+

%作为心肌

损伤的特异性标志物#肌红蛋白和心型肌酸激酶$

*X1T(

%测

定虽然是非特异性标志物#但在
/*O

早期或再次出现心肌梗

死$

/T+

%时有助于了解有无心肌坏死)而以前所用心肌酶谱

中
/O,

,

/N,

"

/O,

,葡萄糖
!

磷酸脱氢酶$

Y1!-[

%,

F

羟丁酸

脱氢酶$

F1'(['

%,乳酸脱氢酶$

N['

%及同工酶活性检测无需

开展)检验项目的正确选择可以帮助医生准确的诊断#详细深

入了解病情#还可以让患者减轻痛苦#减少开支#尽快得到确诊

和进一步治疗)

$22

!

指导医护人员帮助患者留取合格标本
!

标本的质量直接

影响着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属于检验分析前的质量控制#是质

量控制的第一关)检验人员有责任告知医护人员正确的采集

方法)标本采集的影响因素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外在因素

主要是采集的方法,时间,储存的温度等)而内在因素主要是

生理方面#有饮食,服药及精神等影响)只有注意到这些方方

面面#才能取到合格的标本#保证检验质量)

/

!

临床医师要转变态度)与检验人员沟通与合作)提高检验质

量'

)

(

临床医生是患者诊疗方案的制订人#从临床实验室检查项

目的选择到检验结果的合理应用贯穿整个医疗过程)所以检

验申请单的填写和检验项目和选择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当医生

为患者病情诊断所需要填写检验申请单时#应该填写患者的真

实年龄,性别和诊断信息等#比如发热待查5 给检验科尽可能

多的患者信息#达到与检验科的沟通#提高检验质量)医生选

择检验项目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针对性,有效性,实效

性,经济性)让患者能够在花较少钱的情况下#及时得到正确

的诊断和治疗)临床医生要尊重患者#详细了解患者病史#认

真体检#对患者要做到多询问,多观察,多交待#保证医护人员

采集到符合要求的标本)当临床医生看到与患者临床表现不

符合的化验单时#不要一味认为是检验科化验结果不准确#而

应多方面考虑并与检验人员多加沟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排

除影响因素)临床医生不仅要掌握临床医学知识#还要多了解

检验方面的知识)临床医生可以到检验科看看检验的程序#了

解检验质控管理)多留心记一些检验结果的参考范围,注意事

项和临床意义#有不清楚的及时向检验人员咨询)这就要求临

床医生要转变态度#改变以往对检验结果不够重要的观点#与

检验科积极合作#与检验人员一起参与临床诊疗与研究)

总之#检验质量的高,低左右着临床诊疗的水平#同样诊疗

效果也反馈着检验技术的优劣)检验医学的发展应以临床为

导向#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而临床也要借助于检验医学#才能

更准确地进行临床诊治)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相辅相成#互促

发展)因此#只有加强检验人员与临床医生的交流与合作#才

能促进检验质量的提高#才能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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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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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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