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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质量指标监控的品管圈活动在改进

急诊凝血检验标本周转时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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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东莞康华医院检验科!广东东莞
;"#&T&

!!

摘
!

要"目的
!

基于质量指标的监控!探索品管圈&

Y))

'在改进急诊凝血项目检验中周转时间&

939

'的应

用$方法
!

应用
Y))

活动!分析该院急诊凝血检验项目检验中
939

的状况!找出不及时原因!制订改进措施

并判断效果$结果
!

Y))

活动后!

"&!T

年与
"&!'

年的急诊凝血检验项目标本
939

比较!中位数从
%&1?@

下

降至
#%1?@

!

:&

分位数从
<%1?@

下降至
;#1?@

!阈外值从
!#$;<[

下降至
"$!![

!已达到拟定的目标值$

结论
!

Y))

活动对缩短急诊凝血项目检验标本
939

有实际价值!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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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检验这一辅助检

查手段在临床诊疗和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此大环境下#各种检验的相关行业标准相继出

台#对检验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

(

%

R̂Q!;!T:

!

"&!"

文件要求实验室建立质量指标体系#监测检验全过程

中的差错'

"

(

%质量指标*

Ŷ

+分析作为对检验全过程

进行监测的有效工具#是对过程性能满足要求程度的

衡量#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信息#同时也可管理分析各

阶段的质量'

#

(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

"&!;

年公布了临床检验专业
!;

个质量指标#实验室

内标本周转时间*

939

+作为实验室质量指标中的重

要的一项#反映实验室的工作效率#评价检验报告的

时效性#是实验室可控的检验中和检验后的重要质量

指标'

%

(

%其中#急诊
939

尤其值得被关注#因为急诊

患者的诊治和危重患者的抢救依赖于整个医疗系统

的速度#而检验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提高检验速

度#缩短急诊
939

#使患者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准

确&有效的诊治'

;=<

(

%

"&!'

年底笔者通过质量指标监督发现#急诊凝血

项目的
939:&

分位数时间不满足科室质量目标要

求#本科室管理层决定成立品管圈*

Y))

+#对急诊凝

血项目进行分析诊断#进而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旨

在缩短急诊凝血项目
939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成立
Y))

!

本次
Y))

活动以本检验科组织#以

科内人员主动报名的形式成立%最终纳入
!&

名圈

员#由本科室管理层&急诊检验组组长及熟知急诊检

验室工作流程的有经验的检验技师组成%由检验科

主任担任圈长#主要负责本次活动的组织&策划和

协调%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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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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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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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

确定主题
!

"&!'

年#急诊凝血项目
939

不

满足科室质量目标要求#本次
Y))

活动将降低急诊

凝血项目
939

作为主题%

$$/$/

!

制订活动计划
!

*

!

+把握现状!利用实验室信

息系统*

8̂R

+收集本院
"&!'

年
'\!"

月及
"&!T

年

!\<

月急诊凝血项目标本实验室内
939

的中位数及

:&

分位数&阈外值#作为
Y))

活动前后数据$调查数

据以
8̂R

设计的
939

时间统计软件进行采集%*

"

+

原因解析!分析原因#以评价法圈选要因#再次收集

"&!'

年
!!\!"

月的
!"!<

例急诊凝血
939

数据#并

对其中的
!&&

例阈外值数据进行调查#运用柏拉图和

二八定律确定真因%*

#

+设定目标!将本院检验科

"&!'

年急诊凝血项目的
939

按月份和时间段分析#

圈员结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和科室

自身实际情况#将急诊凝血
939

中位数&

:&

分位数&

阈外值比例目标值分别定为
#'1?@

&

<&1?@

&

;[

%

*

%

+对策拟定!圈员通过-头脑风暴法.进行讨论分析#

提出对策&制订改进计划%圈员通过多次会议探讨#

根据上述得出的
%

个最重要的真因#拟定改善对策#

突破口集中在人员&设备&流程和管理这
%

个方面%

根据本科室的实际情况#针对讨论所得的几个主要原

因#制订切实可行的改进计划#落实改进措施%提出

对策如下!*

!

+人员方面%夜班调整至
"

人#解决人手

不足的问题$上午班增加设备班#应对标本高峰期$

*

"

+设备方面%与厂家和工程师充分沟通#保证其及

时回应仪器故障报修#降低仪器故障的处理时间#尽

可能减少仪器故障的影响%按时进行仪器维护保养%

*

#

+流程方面%梳理急诊凝血标本的处理流程#整理

优化后进行人员培训#保证知晓率达
!&&[

%尽可能

避免流程混乱导致的标本不及时处理&不及时上机检

测$另外与临床科室及后勤援助部门沟通#增加送检

频次#避免标本累积到量大再扎堆送检的情况%*

%

+

管理方面%在
8̂R

系统设置
939

的目标值和预警时

间#实时在线提醒检验人员#解决漏审报告的问题%

对于超时报告#审核时系统弹出对话框要求审核者填

写超时原因#通过
8̂R

系统实时记录超时原因#为科

室质量分析管理提供真实材料%同时#次日早交班对

超时情况进行公示和及时纠正%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 #以
E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把握现状
!

根据急诊实验室的工作特点分为凌

晨*

<

!

&&\T

!

&&

+&上午*

T

!

&&\!"

!

&&

+&下午*

!"

!

&&\

!'

!

&&

+&上半夜*

!'

!

&&\"%

!

&&

+及下半夜*

&

!

&&\

<

!

&&

+

;

个时段%其中上&下半夜
!

人值班#其余时段

均为
"

人值班%从时间段看#集中表现为凌晨&上午

和上半夜的
939

中位数&

:&

分位数和阈外值较高#

尤其是上半夜#

:&

分位数达
'" 1?@

#阈外值高达

!:$![

%须对凌晨&上午和上半夜这
#

个时间段进行

重点分析%从标本的分布情况看#每天凌晨为大批住

院标本送达时间#属一天中的高峰之一%上午的标本

量最大%上半夜是门诊结束后的急诊高峰时间#所有

的检验标本包括生化&临检&免疫均集中送检至急诊

检验室进行实验#此时仅有
!

名夜班人员#须同时处

理这些标本#人手紧张%见表
!

%

表
!

!!

按时间段分析
939

数据

时段 时间
上班人数

*

%

+

中位数

*

1?@

+

:&

分位数

*

1?@

+

阈外值

*

[

+

凌晨
<

!

&&\T

!

&& " %; <# !%$!

上午
T

!

&&\!"

!

&& " %" <" !&$<

下午
!"

!

&&\!'

!

&& " #: <& :$"

上半夜
!'

!

&&\"%

!

&& ! %" '! !T$"

下半夜
&

!

&&\<

!

&& ! #" ;T '$:

/$/

!

确定要因
!

对
"&!'

年
!!\!"

月急诊凝血标本

的阈外值随机抽查
!&&

例进行原因调查发现!人员配

备不足&高峰期仪器拥堵&标本原因及仪器故障这
%

项#占总体阈外值原因的
TT[

%见表
"

%

表
"

!!

超时原因调查

超时原因
%

百分比*

[

+

人员配备不足
%' %'

高峰期仪器拥堵
"' "'

标本原因
T T

仪器故障
< <

8̂R

故障
; ;

操作流程不熟悉
% %

离心处理未及时
# #

/$'

!

效果确认
!

"&!T

年
!\<

月急诊凝血标本

939

#统计其中位数&

:&

分位数及阈外值#与
"&!'

年

'\!"

月进行比较#中位数从
%&1?@

下降至
#%1?@

#

:&

分位数从
<%1?@

下降至
;#1?@

#阈外值从
!#$;<[

下降至
"$!![

%

'

!

讨
!!

论

!!

Y))

通过全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

程序#应用科学统计工具及品管手法#来解决工作现

场管理等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以达到业绩改善的目

标'

'=T

(

%纵观检验医学的发展#质量管理永远是主要

旋律%国际标准化组织在
"&&#

年
#

月正式颁布/医

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专用要求0*即
R̂Q

"

Û)!;!T:

+#

文件的核心就是加强实验室的全面质量管理%及时

性是评价实验室质量效能的重要指标#而
939

则是

考核和监督报告及时性的首选质量指标'

:

(

%本检验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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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B1I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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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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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从
"&!!

年开始建立
R̂Q!;!T:

管理体系#将
939

作为科室的质量指标之一%

939

呈正偏态分布#中

位数和尾侧数据大小是首选的度量指标'

!&

(

%而尾侧

数据一般多采用
:&

分位数和阈外值来描述%因此#

本研究采用中位数&

:&

分位数及阈外值来评价
939

%

本研究对本院检验科
"&!'

年急诊凝血项目

939

数据#按不同的时间段分析#笔者发现总标本量

的上涨#人手紧张是造成急诊凝血标本
939

指标延

长的原因#同时#笔者进一步随机抽取
!&&

例阈外值

标本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人员配备不足&高峰期仪器

拥堵&标本原因占比达
T"[

%在此分析中#显示人员

配备不足这一原因为第一要因#占比
%'[

#可见本科

标本量正日益上升#原本的人员安排方案已不能满足

当下的工作需求%另外#高峰期仪器拥堵&标本离心

与标本质量仍是重要因素%可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增

派急诊检验人员#定时保养机器#降低机器故障处理

时间#确保仪器的正常运作#与临床科室沟通#优化急

诊检验流程#加强科室管理是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此外#优化标本运送流程#在
8̂R

中设置
939

目标值

和预警时间#实现预警时间前移#可有效降低
939

%

综上所述#本次
Y))

活动以急诊凝血项目量化

指标为依托#统计了
"&!T

年
!\<

月的急诊凝血标本

939

#发现
939

中位数&

:&

分位数&阈外值得到了有

效的控制%在提高急诊检验及时性方面深入开展此

类
Y))

活动#不断加强检验人员提高检验时效的意

识#在检验的各个环节中不断优化流程#可以提高急

诊凝血项目
939

管理水平&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缩短
939

#在最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急诊检测并

报告实验室检测结果#有利于临床医生及时作出诊

断#为危重患者赢得救治时间#同时也可提高检验人

员解决问题和沟通协调的能力#从而提高工作的积极

性#增强团队凝聚力#值得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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