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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信息化监控在急诊检验标本全程管理的应用研究

张红胜

"三峡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并持续改进基于医院信息系统和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标本全程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方法
!

整合信息

系统与标本管理相关的数据采集$阈值设置$报告应答流程!实现标本管理全程信息化监控%比较未实施监控管理工作的
."!#

年

!"

月和实施信息化监控的
."!7

年
+

月住院患者标本各环节周转时间%结果
!

."!#

年
!"

月与
."!7

年
+

月的标本比较!标本采

集中位用时由
#2579EF

下降至
.!5.9EF

!标本转运中位用时由
2!5#9EF

下降至
!"529EF

%标本检验中位用时*临床急诊检验由

./5+9EF

下降至
!+5$9EF

!生化检验由
7.5+9EF

下降至
2.579EF

%免疫检验由
7!5+9EF

下降至
2+579EF

%结论
!

信息系统支

持下实施急诊检验标本全程管理!可有效控制急诊检验报告周转时间!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关键词"急诊检验&

!

标本全程管理&

!

信息化监控&

!

报告周转时间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2

!!

在临床诊断活动中#由于患者的病情突然发生变化等因

素#要求检验尽可能地提供准确*快速*有效的检验结果'李子

民(

!

)和彭志英等(

.

)研究了利用信息系统在报告审核环节进行

监控#从而提高报告审核环节的工作效率&陆怡德等(

2

)和杨勇

等(

#

)探讨了建立检验结果自动审核规则来缩短急诊检验报告

周转时间$

&-&

%'黎海生等(

7

)分析了急诊检验
&-&

超时的

原因'本研究基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OP

%和实验室信息管

理系统$

<OP

%#从医师提出检验申请后至检验报告审核确认发

出后的各个环节进行信息化自动监控#一旦违反信息系统预先

设置的规则#及时进行报警提示#必要时采取人工干预#提高各

个环节的工作效率#缩短
&-&

'每个月对各个环节的数据进

行汇总分析#探讨超时限的案例#分析原因并提出整改意见#做

到持续改进'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根据是否实施信息化自动监控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未实施信息化自动监控的对照组!

."!#

年
!"

月

医学检验科共进行
.!7+

例住院部急诊检验标本&实施信息化

自动监控的观察组!

."!7

年
+

月共
.#7,

例标本'

.

组标本的

患者*检验人员*护理人员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5"7

%#具有可比性'

$5/

!

方法

$5/5$

!

急诊检验流程
!

本研究与
'OP

*

<OP

等相结合#并在应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

!

W:;5!#

!

X:5!2



用的过程中广泛收集临床医护人员*患者及职能监管部门的相

关意见#不断进行流程优化#提高急诊检验标本全程管理的质

量和水平'

<OP

为武汉华莱信软件有限公司开发'根据

OPU!7!$/

!

."!.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原卫生

部-三级医院评审细则$

."!!

版%.

(

+

)和该院自身特点#将
&-&

定义为从医师申请检验开始计时至检验人员完成结果审核发

出电子报告为止的时间周期'见图
!

'

!!

注!

#

&

!

表示护士执行检验医嘱采样时间&

#

&

.

表示责任护士准

备标本转运时间&

#

&

2

表示标本通过物流系统至检验科的时间&

#

&

#

表示检验科内部交接和标本处理时间&

#

&

7

表示标本检验及审核时

间&

#

&_

#

&

!

4

#

&

.

4

#

&

2

4

#

&

#

4

#

&

7

图
!

!!

急诊检验流程图

$5/5/

!

各流程时间规定
!

经过医务科*护理部*总务科*检验

科联系会议#制订各阶段时限标准#并在
'OP

和
<OP

上进行相

应设置#监控流程中每个阶段的时间'每月进行数据汇总#对

超时限案例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整改措施#次月进行整改督

导#同时纳入科室质量考核目标管理'因门诊检验标本从

#

&!d

#

&#

时间较短#所以监控标准不同'见表
!

'

表
!

!!

各阶段时限设置

项目 各阶段时间

阶段过程
#

&

!

#

&

.

#

&

2

#

&

#

#

&

7

阶段时限$

9EF

%

$

2"

$

$

$

!7

$

!7

$

!7

$临检%

$

#7

$生化%

$

#7

$免疫%

$5'

!

观察指标
!

记录观察组各环节时限合格率$

%

/76

%&比

较
.

组各个环节的平均时间及整个流程平均时间#共
+

个'

$5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T

$

$

.7

#

$

,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

"5"7

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各环节时限合格率
!

."!7

年
+

月的全部标本
#

&

!

的合

格率为
/75.6

#

#

&

.

为
/+576

#

#

&

2

为
/+5!6

#

#

&

#

为

/+5/6

#

#

&

7

为
/,5.6

#均达到预先设置的合格水平$

%

/76

%'

/5/

!

.

组标本各环节时间比较
!

执行信息化监控后#各环节

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高#标本全程
&-&

明显缩短'

.

组标本

+

个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

'

表
.

!!

.

组标本各环节时间比较#

T

$

$

.7

'

$

,7

%'

9EF

&

时间 对照组 观察组
% $

#

&

!

#257

$

!"5+

#

7$5.

%

.!5.

$

!"5!

#

.75+

%

25+$

$

"5"7

#

&

.

.75.

$

75+

#

2$57

%

+57

$

#5+

#

$5+

%

$57/

$

"5"7

#

&

2

2!5#

$

$5+

#

#.5+

%

!"52

$

75/

#

!.5+

%

/5.7

$

"5"7

#

&

#

.25,

$

75+

#

./5$

%

!.52

$

75#

#

!#5!

%

25,/

$

"5"7

#

&

7

./5+

$

!"5+

#

2+57

%$临检%

!+5$

$

75.

#

!/5+

%$临检%

75+7

$

"5"7

7.5+

$

.+57

#

+$5/

%$生化%

2.57

$

!75$

#

2$5.

%$生化%

.5,7

$

"5"7

7!5+

$

2"5+

#

+75.

%$免疫%

2+57

$

..5+

#

#"52

%$免疫%

.5$#

$

"5"7

#

& !725#

$

+/5+

#

!$75+

%$临检%

7,5!

$

2$5/

#

,.57

%$临检%

,57+

$

"5"7

!,+5#

$

!.+57

#

.!752

%$生化%

,.5$

$

7#5.

#

/!5+

%$生化%

/527

$

"5"7

!,75#

$

!2!57

#

.!#5+

%$免疫%

,+5$

$

7/5.

#

/75$

%$免疫%

!"5.7

$

"5"7

'

!

讨
!!

论

!!

&-&

又称结果回报时间#是衡量临床实验室质量的重要

指标之一#其代表检验结果报告的及时性'

<LFKH>A

M

(

,

)将其分

为医师申请*标本采集*采集确认*标本运输*检验前处理*标本

分析*结果回报*结果分析*采取相应医疗措施#共
/

个时段'

每一个环节如出现延误都会增加
&-&

#

&-&

延误的主要阶段

在医师申请和采样阶段(

$

)

'宋昊岚等(

/

)认为检验结果未及时

审核也是
&-&

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该院医学检验科根据有关规定对急诊检验
&-&

的要求

实施信息化管理'通过对
."!#

年
!"

月标本数据进行回顾性

分析#显示从医师申请开始#各个环节都存在影响全程
&-&

的因素#因未设置各阶段
&-&

目标或时限的原因#导致该岗

位责任人员对此环节不太重视#最后造成整个
&-&

明显较

长#影响临床诊疗工作#临床医师及患者均不满意'为此#医学

检验科申请医务科*护理部*信息科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其

中各个环节造成的延误因素#并初步制订了各个环节的规定时

限#对从医师提出检验申请后至检验报告审核确认发出后的各

个环节进行信息化自动监控#一旦违反信息系统预先设置的规

则#及时报警提示#必要时采取人工干预#电话通知该岗位责任

人员加快该环节进程'通过对
."!7

年
+

月标本实施全程

&-&

的信息化实时监控后#表明整个过程在保证检验质量的

前提下各个环节的工作效率均明显提高#急诊检验
&-&

明显

缩短#急诊检验服务水平获得临床医师和患者的好评'

另外#针对急诊检验也可采取一些其他措施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如采用促凝剂"分离胶真空采血管和急诊干化学分析

仪都可缩短
&-&

(

!"

)

'

随着我国医院信息管理水平的提高#医学检验科在各个环

节中科学*合理地应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将会极大提高工作效

率#优化检验工作流程#使医学检验科的管理更科学化*规范

化*合理化#进而保证检验质量和服务水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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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脑出血"

O*'

#患者血清铁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XPY

#的动态变化及其与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

性%方法
!

随机选取
."!2

年
!

月至
."!7

年
!.

月该院进行治疗的
.$"

例脑出血患者作为实验组!另外选取同期
.$"

例健康者作

为对照组!定期对实验组患者的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进行检测!对照组仅检测
!

次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结果
!

实验组患

者出血后的不同时段血清铁蛋白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实验组患者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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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者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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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血清铁蛋白

'"

!+.5/+8,"5.7

#

F

M

(

9<

)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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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出血后的不同时段
XPY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呈动

态变化!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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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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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X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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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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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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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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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者均低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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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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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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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脑出血患者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呈动态变化!对其检测能为脑水肿的评估和治疗提供有效的临床治疗%

关键词"血清铁蛋白&

!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

脑出血&

!

脑水肿&

!

体积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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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其发

病率和病死率较高#急性脑出血患者的病死率高达
#"6

(

!=.

)

'

脑出血的病因主要与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糖尿病*高血脂*高血

压*血管老化等都与脑出血的发病密切相关#脑出血常在情绪

激动*费劲用力时突然发病#患者病死率极高#虽经治疗仍会存

在运动障碍*认知障碍*言语障碍等后遗症(

2=#

)

'脑出血后脑组

织会出现血肿扩大*血肿周围代谢异常等症状#且脑水肿也会

逐渐形成'脑水肿是指患者脑内水分增多致使脑容积增大的

症状#脑水肿的形成和发展是患者神经功能损伤及导致患者病

死的主要原因'如能研究出可显著减轻患者脑水肿的药物#那

么治愈率会得到提高(

7=,

)

'有研究表明#患者的血清铁蛋白和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XPY

%水平在脑出血后会异常升高#但

目前有关这
.

种指标与患者脑出血后脑水肿体积系数关系的

研究较少(

$=/

)

'现研究定期对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进行检

测#探讨两者的动态变化及其与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性#为

脑出血后脑水肿的评估和治疗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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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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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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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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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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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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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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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该

院进行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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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脑出血患者作为实验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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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27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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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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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同期
.$"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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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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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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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5,78#577

%岁'定期对实验组患者的

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进行检测#对照组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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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血清铁

蛋白及
XPY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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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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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该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近亲属对研究方案签署知情同

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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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和排除标准
!

$

!

%纳入标准!患者符合脑出血诊断标

准#经头颅
*&

检测确诊为脑出血且为首次发病&患者同意参

与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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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除脑出血外患有其他脑科疾病#如脑

梗死*脑萎缩*脑血栓*脑卒中*脑供血不足等&肝肾功能异常&

具有严重的免疫缺陷或自身免疫病&近期有急性心肌梗死症状

出现&生命体征不稳定&患者不同意参与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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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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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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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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