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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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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临床和患者不满意度较高的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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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多种措施!提高

实验室工作效率和临床满意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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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统计西安市儿童医院生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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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

格率&

*-).

年
.c)-

月通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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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具!购置生化流水线%采用分离胶采血管%人员宣贯培训!观察生

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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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进前后的变化&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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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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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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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

具能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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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检验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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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周转时间是指经历检验前+检验+检验后过

程中两个点之间的时间)

)

*

(,三级儿童医院评审标准

实施细则$

*-))

年版&-和,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

可准则-$

!W(U!'9-*

#

*-)*

&对检验报告的时效性都

有明确的要求#规定检验结果的报告时间应满足临床

需求)

*

*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

年
.

月颁布实施的卫生行业标准$

PU

"

&$0#9*-).

&,临床

实验室质量指标-中明确指出#样本周转时间包括实

验室内周转时间$

&(&

&和检验前周转时间两项质量

指标)

+

*

(

&(&

是指实验室从标本接收到报告发放之

间的时间#是反映实验室服务效率的重要指标(

6"9

!(

循环又称戴明环#是
)0/-

年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

戴明博士提出的#用于全面质量管理的一项管理工

具)

$

*

(本研究采用
6"!(

管理工具#通过制订计划+

原因分析+制订措施+成效分析对西安市儿童医院检

验科生化检验
&(&

持续改进#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应用重庆中联实验室信息系统

$

'2U

&收集西安市儿童医院实验室
*-).

年
)c)-

月

生化检验标本$共
.-#-.

例&的
&(&

不合格率+

&(&

中位数+

&(&

第
0-

百分位数等数据资料(其中
*-).

年
)c#

月生化检验标本$共
+0*+$

例&的
&(&

数据

资料用于回顾性分析#

*-).

年
.c)-

月的数据资料用

于
6"!(

持续改进(

$,/

!

方法

$,/,$

!

&(&

的目标值
!

依据,三级儿童医院评审标

准实施细则$

*-))

版&-结合本院实际情况#设立生化

检验
&(&

的目标值!生化常规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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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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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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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急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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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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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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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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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指标
!

依据,三级儿童医院评审

标准实施细则$

*-))

版&-和,临床实验室质量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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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设立
&(&

的监测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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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

&(&

不合格率
7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不合

格的标本室"总标本数$目标值
'

)-[

&%$

*

&中位数+

第
0-

百分位数!实验室从标本接收到报告发送的时

间中位数$

IAD

&和第
0-

百分位数$

IA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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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

项目背景
!

回顾性分析
*-).

年
)c#

月本科

生化检验标本
&(&

不合格率#

*-).

年
)c#

月生化

检验
&(&

不合格率分别为
++[

+

$-[

+

*0[

+

*.[

+

)8[

+

)+[

#均显示
&(&

不合格率超标(

*-).

年
$

月
)*

日开展的,临床科室对检验科满意度调查问卷-

显示#本院临床科室对检验科总体工作质量满意率较

高$满意率
0/[

&#但对检验结果的时效性满意率低

$满意率
$-[

&(

$,',/

!

6"!(

过程
!

$

)

&计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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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本科质量管理小组成员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影响本

科生化检验时效性的原因并制订
6

(

*-).

年
)-

月进

行效果检查$

!

&和成效分析$

(

&($

*

&原因分析#经质

控小组成员
0

人进行头脑风暴分析后#汇总影响生化

检验
&(&

的原因有!

#

生化仪老旧#运转速度慢$

0

"

&%信息系统支持不足$

8

"

&%

$

实验室自动化程度

差$

.

"

&%

&

缺乏标本的自动传输设备$

#

"

&%

2

工作

流程有待改进$

/

"

&%

3

未采用分离胶采血管$

+

"

&%

4

与临床医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

"

&%

5

人员时

效意识不足$

)

"

&%

6

轮岗人员操作不熟练$

)

"

&#

"

为频数(并依据此绘制鱼骨图和柏拉图#见图
)

+

*

(

$

+

&制订措施$

"

&#依据工作计划#制订改进措施并与

*-).

年
8

月起实施(依据具体的问题点#进行原因分

析#并给出对策方案#共列出
/

条方案(依据可行性

和及时性对方案进行评价#评价方式!优
/

分+可
+

分+差
)

分#共
0

人#满分
0-

分(方案一!依据生化

&(&

临床抱怨最多的问题点#分析原因认为是由于

生化仪老旧+运转速度慢(给出对策方案!购买生化

流水线#该对策可行性得分
$/

分#及时性得分
+#

分#

总分
8)

分#入选(方案二!依据危急值和标本拒收耗

时多的问题点#分析原因认为是由于信息系统支持功

能不足(给出对策方案!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可行性

得分
+#

分#及时性得分
)8

分#总分
/$

分#未入选(

方案三!依据检验前耗时多问题点#分析原因认为是

未采用分离胶采血管(给出对策方案!使用分离胶采

血管#可行性得分
$/

分#及时性得分
$/

分#总分
0-

分#入选(方案四!依据日常工作查对多的问题点#分

析原因认为是由于未采用无纸化检验(给出对策方

案!推进检验无纸化#可行性得分
*.

分#及时性得分

*.

分#总分
/$

分#未入选(方案五!临床对检验科临

床沟通抱怨多的问题点#分析原因认为是由于临床沟

通不足(给出对策方案!增强人员时效意识#对人员

按照工作效率进行奖惩时效#可行性得分
$/

分#及时

性得分
$/

分#总分
0-

分#入选(共制订出
+

条对策!

购买生化流水线+使用分离胶采血管+人员培训与

奖惩(

图
)

!!

原因分析鱼骨图

图
*

!!

原因分析
9

柏拉图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6UU)8,-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改进前后
&(&

不合格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数据处理后#

&(&

中位数和第
0-

百分位数为非正态

分布#改进前后
&(&

中位数和第
0-

百分位数的比较

采用非参数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应用
6"!(

前后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不

合格率的变化
!

制订措施并实施后#观察生化检验实

验室内周转时间的不合格率的改变#

.

+

8

+

0

+

)-

月生化

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不合格率分别为
$-,--[

+

#,--[

+

),.-[

+

),*-[

#见图
+

(比较常见生化检验

项目肝功
)-

项+肾功
$

项+心肌酶
/

项+电解质
/

项+

应用
6"!(

前后生化
&(&

不合格率的变化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7).,0)$

#

!

%

-,-/

&#见表
)

(

图
+

!!

*-).

年应用
6"!(

前后生化
&(&

不合格率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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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用
6"!(

前后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

位数和第
0-

百分位数的变化
!

制订措施并实施后#

分别监测实施
6"!(

前后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

间中位数和第
0-

百分位数的变化(

.

+

8

+

0

+

)-

月生化

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位数分别为
**8

+

)**

+

))$

+

)-+IAD

#见图
$

(

.

+

8

+

0

+

)-

月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

时间第
0-

百分位数分别为
+*-

+

*)*

+

).#

+

)##IAD

#见

图
/

(应用
6"!(

前后生化
&(&

中位数和第
0-

百分

位数的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比较中位数!

/7

).,0)$

#

!

%

-,-/

%比较第
0-

百分位数!

/7*8,)*$

#

!

%

-,-/

&(

表
)

!!

应用
6"!(

前后生化检验
&(&

!!!

不合格率的比较%

[

&

项目
6"!(

前不合格率
6"!(

后不合格率

肝功
)-

项
$$,-- -,##

肾功
$

项
$$,-- -,#+

心肌酶
#

项
$$,-- -,#$

电解质
/

项
$#,-- -,#)

合计
$-,-- ),*-

图
$

!!

应用
6"!(

前后生化
&(&

中位数的比较

图
/

!!

应用
6"!(

前后生化
&(&

第
0-

百分位数的比较

'

!

讨
!!

论

!!

质量是指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实

验室的检测质量包括技术层面的准确度+精密度#也

包括服务层面的及时性(实验室开展项目的检测准

确度+精密度和及时性是实验室管理者首先需要考虑

的质量要素)

/

*

(技术层面的检测准确度和精密度是

实验室重点关注的内容#但服务层面的检测及时性经

常被忽略(国内外的研究显示#临床医生需要高检测

质量的报告#但另一方面临床医生愿意牺牲少量的检

测质量而得到一份快速的报告)

#

*

(床旁检测$

6Y!&

&

产业的蓬勃发展正好印证了这种观点)

.

*

(

国际标准化组织
2UY)/)80

对周转时间的定义

指出#周转时间是指经历检验前+检验和检验后两点

之间的时间(临床和实验室对于
&(&

的定义存在很

大的争议)

8

*

(实验室对
&(&

的定义通常是指从0接

收1到0报告1所经历的时间)

0

*

(实验室一般认为临床

医生开具检测申请+护士采集标本及标本的转运通常

都不在实验室的可控范围内#所以从标本接收到出具

检测报告的时间更为合理和可控(按照最新版的行

业标准#,临床实验室质量指标-$

PU

"

&$0#9*-).

&第
)

次将
&(&

明确分为实验室内的周转时间和检验前周

转时间(依据我国现有国情#医嘱传递+标本采集和

运输过程都不在实验室的掌控中#因此#这一分类将

有利于实验室监测自身的
&(&

#进行同行间的横向

比较和实验室自身的纵向比较并持续改进(在国际范

围内#临床医生对检验检测的总体质量满意度高#但对

&(&

的满意度较差)

)-

*

(本院临床科室对检验科总体

工作质量满意率较高$满意率
0/[

&#但对检验结果的

时效性满意率低$满意率
$-[

&#与国际同行的情况相

似(生化检验
&(&

是本院临床科室对检验科抱怨最

多的服务内容#迫切需要进行监测并持续改进(

&(&

的监测指标包括
&(&

不合格率+中位数和

第
0-

百分位数(不合格率和中位数的监测对本身

&(&

较好的实验室意义不大)

))

*

(本研究中#回顾性

分析本科生化检验
&(&

不合格率显著超标#因此选

择了
&(&

不合格率+中位数和第
0-

百分位数
+

个指

标同时进行
&(&

的监测#标本量与
&(&

呈正相

关)

)*

*

(本研究中#应用
6"!(

前后标本量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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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

本文尝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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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

格率#但未对急诊生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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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仅对生化检验的
&(&

进行了改进#后

期将对其他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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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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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具进行改

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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