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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ＩＳ）可为实验室标本检测提供全面的支

持，从而调整并规范实验室的工作流程、保证检验工作质量、提

高服务质量［１２］。现代医学实验室信息系统的发展，可对标本

进行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节点动态信息化监测，实现了实

验室的信息化、高效化、自动化的实验室管理体系［３４］。利用实

验室信息系统进行对实验室的标本动态跟踪分析、节点控制、

质量控制、结果审核报告在国内很多三甲医院已经基本完善，

但基于实验室信息系统建立标本检验后处理系统还在努力建

立中。健全临床血液标本检验后处理制度，优化检验后血液标

本的信息化管理功能，很大程度的保证医疗安全，更好地满足

临床和患者的需要，从而提高检验质量和服务水平［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利用血液标本检验后处理系统，实行标本存放登

记、标本处理过程显示、标本存放记录查询、标本再放入处理等

操作。

１．２　标本存放登记　传统的检验后血液标本的处理是按照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把医疗废

物中病原体的标本在产生地点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或者化学消

毒处理，然后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并没有要求进行消除前

的保存。利用实验室信息系统标本登记模块，设置好“存放日

期选择”“试管架类型”“架子号”“盒子号”就可以在“条码号”栏

中扫检验后血液标本的条形码进行登记。存放登记一般安排

在上午完成大批量标本检测后进行，存放登记标本包括当天完

成检测的标本和前一晚夜班检验后的标本。试管架类型包括

“５×１０”和“１０×１０”规格，一般使用 “１０×１０”的抽血试管泡沫

盒作为存放试管架；架子号一般以专业组区分，临检组１～２０

号，生化组２１～４０，免疫组４１～６０号；盒子号就按实验室事先

标注好的盒子号为准。

１．３　标本处理过程　处理过程中，通过条形码在标本存放登

记，按从第１行第１列开始流水号排放，可随时观测标本的

“行”“列”“处理编号”“标本号”“姓名”“审核时间”“检验目的”

，存放过程中，可进行人工和处理系统相对应，如果在存放到某

行某列中人工存放时候放错位置，可根据“样品号”“姓名”等重

新排列。在遇到没有进行审核处理的条形码时，系统进行报警

提示未审核不能处理，处理人员可对此条形码和标本进行查询

跟踪，最后确定对此标本进行继续存放还是进行检测处理。处

理后的标本按周一到周日放入冷库保存，一般检验后血液标本

冷库保存一周，特殊标本如 ＨＩＶ、梅毒血清检测的检验后血液

标本需要冷库保存半个月。

１．４　标本存放记录查询　如需进行标本复查、项目追加、漏做

补做项目、结果溯源管理、医疗纠纷责任认定等需要查询标本

的存放位置，可以选择或者设定“存放时间”“条形码号”“检验

科室”“登记人”“标本号”“患者姓名”“住院号码”任一条件进行

查询，可准确查询标本位置或者处理状态。根据存放“处理编

号”，可快速确定标本的存放日期、盒子号、架子号、行列位置和

是否 已 经 按 照 生 物 安 全 进 行 处 理。 如 处 理 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８２４５０２０７”代表的是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８号处理的标本，

用“１０×１０”的架子存放于４５盒２行７列。

１．５　标本再放入处理　在首次进行存放登记后取出标本放入

再处理，系统报警提示“是否继续存放”，选择“确定”可进行把

标本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或者放入新位置。

２　结　　果

按照检验标本结果溯源性的要求和保证医疗安全的需要，

利用血液标本检验后处理系统信息化管理检验后标本，方便进

行标本结果复查、项目漏检提示并补做、项目追加、结果溯源管

理、医疗纠纷责任认定等。

３　讨　　论

随着检验医学的快速发展和临床科室对检验结果的依赖

程度越来越高，大型三甲医院检验科每天完成检测的血液标本

多达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标本类型各种各样，保存条件各不相

同，血液标本检验后处理难度不断增高。血液标本的后处理管

理很不规范，大多数医院仍采用传统的检验后直接按照生物安

全处理。容易出现标本漏做不能发现、不宜重复抽血患者不能

进行项目追加、可疑结果不能溯源追踪、医疗纠纷归咎检验科

而不能提供复查证据等诸多问题，给临床质量和检验科工作造

成了很大的障碍。进入２１世纪，国内的ＬＩＳ开发和应用有了

长足的发展，因为许多大型医院 ＨＩＳ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对

ＬＩＳ的需求进入了一个高潮，基本形成了ＬＩＳ的主流功能
［６８］：

实现实验室标本监控，实验室数据管理，与自动化仪器的双向

通讯，条形码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检验条码化，报告网络化，全

面实现了信息化管理。血液检验后处理系统是实验室信息化

物流管理系统中的最后环节，其关键技术是条形码在实验室信

息系统的全面应用［９］，检验科建立检验各环节信息化物流同步

实时跟踪管理系统，从医生开具检验申请到检验标本废弃，全

程记录信息，血液标本后处理系统能可视化标本的贮存时间和

位置。通过标本后处理系统，方便快捷的查找检验后标本的储

存位置，便于复查核对和项目追加。

在标本存放登记过程中，如遇到未审核条码的血液标本，

系统会报警提示不能进入标本检验后处理系统，要求标本后检

验处理人员查询标本状态，如果漏做该项目，应该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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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做；如果该条形码项目合并在另外的项目中共同进行检

测，则可忽略报警把此标本统一标识存放。任何一个血液标本

的处理情况都可以在“标本处理过程显示”中有详细的记录，方

便进行标本查询取出。在临床要求项目追加（补单）而患者又

不想重复抽血或者患者抽血困难时、医疗纠纷责任认定不明、

结果溯源等情况下，就采用标本存放记录查询功能［１０］。利用

标本存放记录查询可快速准确的查找已处理后存放于冷库的

血液标本，从而方便了检验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

者。取出标本可重新进行在血液标本检验后处理系统进行存

放登记，继续存放冷库。利用血液标本检验后处理系统可进行

标本复查、漏检项目提示并补做、项目追加、结果溯源管理、医

疗纠纷责任认定，实现了实验室的信息化管理，简化了检验流

程，提高了检验质量和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１］ 钱净，施茜，胡大春．实验室信息系统在检验科全面管理

中的应用［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１４８０

１４８１．

［２］ 杨汝，田蕾．实验室信息系统的应用与体会［Ｊ］．国际检验

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２７６２７７．

［３］ 彭文红，罗宗煜，元淑巧，等．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检验

科室管理中的应用［Ｊ］．现代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４（４）：

７７７８．

［４］ 肖洪广，范婷婷，陈涛，等．临床实验室信息系统对实验室

自动化系统样本前处理流程监控的实现［Ｊ］．中华检验医

学杂志，２００７，３０（２）：２１７２１８．

［５］ 李广权，周卫东．ＬＩＳ系统的优化改进在实验室管理中的

作用［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５０２５２．

［６］ 向波，陈涛，肖洪广，等．实验室血液样本管理流程的信息

化监控［Ｊ］．检验医学，２００７，２２（２）：２０４２０５．

［７］ 田雪玲，李好波，陈涛．条形码技术在检验标本管理中的

应用［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７）：２７３２７４．

［８］ 王青，魏军，蔡永梅，等．实验室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建设、应用及管理初探［Ｊ］．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２０１２，２５（４）：２６９２７１．

［９］ 肖倩茹，万海英．条形码化检验信息标签在临床实验室中

的应用［Ｊ］．检验医学，２００４，１９（２）：１２５１２７．

［１０］范婷婷，陈涛，刘忠民，等．临床实验室信息系统对检测流

程的管理［Ｊ］．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０７，２５（２）：１５５１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０）

在检验科管理中加强患者隐私保护

贺乐奇，申春梅（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关键词】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患者隐私权；　人文关怀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２１．０７８ 文献标志码：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２１２９１６０２

　　侵害患者隐私权常见环节有诊疗过程、临床教学、床头卡、

病案和化验报告单信息泄露等，其中检验科对信息保护不当导

致信息泄露所占比例较大［１２］。检验数据是诊断患者病情的重

要数据资料，是患者隐私保护中的重要环节，信息泄露将给患

者带来沉重的舆论和心理压力，为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带来消极

影响，也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目前多数医院检验科都安装了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ＬＩＳ），检验科设置了化验报告单自助打

印机。信息系统的建立使发送和保存报告单实现了网络化，化

验报告单自助打印机的设置杜绝随意性，保护了患者个人隐

私。虽然硬件设施逐渐完善保证了对患者信息保密的需求，但

检验科在ＬＩＳ系统和人员上还需加强管理，以避免因隐私泄露

而引起的医患纠纷。

１　ＬＩＳ系统的管理

检验科对ＬＩＳ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因此对如何保障系统平

稳、正常运行以及检验数据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检验

科对ＬＩＳ系统管理情况分析，目前存在一些权限管理和无关人

员出入实验室的问题，主要有人为事故，如操作人员有意无意

造成系统的不稳定或瘫痪，造成数据丢失；权限管理不明确，科

室人员对实验数据超权限浏览；非实验室人员进入实验室对计

算机违规操作等，以上这些情况均可能造成患者信息的外

泄［３］。为保护患者实验数据不丢失、不被非法使用，可从以下

三方面加强管理。

１．１　定期进行培训教育，提高实验室人员对数据保护重要性

的认识，提高对各种风险的认识，增强对相关措施的接受性，强

化措施的实施效果。培训要有计划，培训内容和考核结果要有

记录。要严防泄密，离开工作岗位要及时关闭工作界面。

１．２　设置计算机管理员岗位，计算机管理员对科室人员的

ＬＩＳ权限进行管理
［４］，针对每位工作人员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

权限，并根据岗位变化及时更改权限设置，对违规使用系统的

行为予以批评教育。

１．３　对出入实验室人员予以管理，实验室设置门禁系统，根据

每位工作人员工作部门发放不同门卡，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对

需要进入实验室的非本实验室工作人员进出时间和事由进行

登记。

２　日常工作中的管理

日常工作中及工作人员与患者交流过程也极易造成信息

的泄露。为避免医患纠纷，加强人员管理可从以下三方面开展

工作。

２．１　对检验科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宣讲，培养员工对患者信息

保密的基本素养。针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检

验项目，培训工作人员在接待患者或家属的来人、来电询问的

技巧和方法，尤其要加强对新入职的人员和实习同学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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