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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急诊生化检验报告时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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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8###!7

#

!!

摘
!

要!目的
!

统计住院急诊生化样本的周转时间"

M@M

#!分析影响
M@M

的主要因素!提出解决方案!改进服务质量)方法

!

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对
"##$

年住院急诊生化标本进行抽样统计!分析从医嘱到报告发布的各阶段所用时间!着重分析实验

室内各时间段的
M@M

)结果
!

实验室内
M@M

在每天的
M!

"

=]##

!

%]##

#%

M"

"

%]##

!

!"]##

#和
M*

"

!"]##

!

!8]*#

#时间段

的不合格率"

M@M

&

!E

#较高!分别为
!":7$R

%

!!:*7R

和
!":%7R

)全天总的不合格率为
!#:!8R

)结论
!

实验室内
M@M

不合

格率基本达到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影响
M@M

的主要因素在实验室外的环节)加强对急诊标本采集%送检等环节的管理和优化实

验室内工作流程!是缩短
M@M

的关键)

关键词!住院$急诊$生化检验$周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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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结果是临床医师为患者进行病情诊断'治疗的

临床依据!要求检测结果要准确'及时"检验结果周转时间

$

/TF<0F2T<9/35,

!

M@M

%作为反映实验室服务质量的一项重

要指标!已得到了各医院的广泛重视-

!>*

.

"利用医院信息管理

系统对
"##$

年住院急诊生化标本进行抽样统计!着重分析从

医嘱到报告发布的各阶段所用时间!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
"##$

年急诊检验室用强生干生化仪

$

O'M?)(&!

仪器%开展的急诊生化包括肝功能'肾功能'电解

质'心肌酶谱'脑脊液'胰腺炎等指标进行抽样分析$每月上旬

至中旬之间
!

周的住院标本%"抽样时间点包括标本的申请时

间'采血时间'签收时间'发布报告时间等"

!:%

!

方法

!:%:!

!

统计
M@M

!

M@M!

#医师工作站提出检验申请至护士

采血时间"

M@M"

#采血时间至标本送到实验室$签收%的时

间"

M@M*

#标本送到实验室至发布报告的时间"

!:%:%

!

不同时间段所对应的平均
M@M!

'平均
M@M"

'平均

M@M*

'总
M@M

及平均标本量
!

以本科现有人员配置及换班

时间将
!9

分为
7

个时间段#

M!

$

=]##

!

%]##

%为
"

人'

M"

$

%]##

!

!"]##

%为
"

!

*

人'

M*

$

!"]##

!

!8]*#

%为
!

人'

M8

$

!8]*#

!

!=]*#

%为
"

人'

M&

$

!=]*#

!

"!]*#

%为
"

人'

M7

$

"!]*#

!

=]##

%为
!

人!分别统计各时间段的
M@M!

'

M@M"

'

M@M*

'总
M@M

$

M@M!mM@M"mM@M*

%以及每天每小时的标

本量$以标本签收时间为准%"

虽然发出报告包括了项目申请'样本采集及运输'实验室

分析'发回报告等环节!但反映检验科服务质量的是样本在实

验室的周转时间!即临床实验室从签收标本到审核发出报告的

时间!也就是
M@M*

"根据(临床医疗机构实验室管理办法规

定)急诊生化标本检测时间应在
!E

以内!检测时间大于
!E

为

不合格标本"本科的质量目标为不合格率在
!#R

以内"

%

!

结
!!

果

%:!

!

不同时间段所对应的平均
M@M!

'

M@M"

'

M@M*

及总

M@M

!

见表
!

'图
!

"

表
!

!!

不同时间段平均
M@M

%

53<

&

项目
M! M" M* M8 M& M7

总计平均值

平均
M@M! !!:% !8$:% %":$ !&8:! !!7:"!*7:# !#%:&

平均
M@M" &7:= !*":7!!=:$ !&!:8 !*8:*!*!:# !"#:=

平均
M@M* *=:* *%:* *7:8 *8:7 "=:7 *#:7 *8:!

总
M@M !#&:%*"#:="*=:" *8#:!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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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

可以看出!在
!9

中的各时间段!

M@M*

基本都是

最短的"

%:%

!

不同时间段平均
M@M*

不合格数及不符合率
!

见表
"

"

图
!

!!

急诊标本各时间段的平均时间

表
"

!!

不同时间段平均
M@M*

标本量及不合格率

项目
M! M" M* M8 M& M7

合计

标本量
"##" 78$% "##= !=&$ "#"! "=8" !=#"$

不合格数
"&8 =*% "&% !=& !"* "!7 !=78

不合格率$

R

%

!":7$ !!:*7 !":%7 $:$& 7:#$ =:%% !#:!8

从表
"

可以看到!平均
M@M*

总不合格率为
!#:!8R

"

M!

'

M"

'

M*

的不合格率分别为
!":7$R

'

!!:*7R

'

!":%7R

!其

余时间段均未超过
!#R

"

%:&

!

不同时间段的平均标本量统计分析
!

为了解以上
*

个时

间段平均
M@M*

不合格率高的真正原因!进行了每天每小时

平均标本量的分析!见图
"

图
"

!!

不同时间段的平均标本量%每天每小时&

图
"

显示
M!

'

M"

时间段为平均标本量的高峰期!其余从

多到少依次为
M*

'

M8

'

M&

'

M7

"

&

!

讨
!!

论

目前!

M@M

的定义还存在一些争议-

8

.

!广义的
M@M

是指

从医师申请检验项目到获得检验报告的时间!即项目申请'样

本采集及运输'实验室检测等环节"但由于项目申请'样本采

集及运输都是检验科的不可控因素!所以许多文献在统计分析

M@M

时!都是运用其狭义的定义!即样本签收入检验科到发出

报告的时间-

&>=

.

"

本研究所分析的
M@M

是包括了从医师提出申请到实验

室发出报告的整个过程!同时又着重分析了标本在实验室的周

转时间"通过对
!=#"$

例标本的统计分析!从表
!

中可以看

出!在
!

天中的各时间段!平均
M@M*

$标本在实验室的周转时

间%基本都是最短的"这说明影响本院
M@M

的主要因素不在

实验室内!而在实验室外"

本院实验室外的工作流程为#医师在医师工作站提出急诊

检验申请!护士根据医嘱采集标本并扫描入实验室管理系统!

然后运输标本人员按要求送入各个实验室检测"无论是标本

采集及运输人员收集'运送标本不及时都会使患者等待诊治的

时间延长"从图
!

中可以看出
M@M!

在某些时间段的平均值

超过了
"E

!有些标本的
M@M!

时间甚至更长&另外大部分时

间段
M@M"

的平均值达到了
"E

!未与细胞分离的血清成分在

"E

内将产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血糖或血钾的检测结果-

%

.

"

由此可以认为
!

例执行医嘱时间就要耗费数小时的标本是否

为真正的急诊标本!如果不是真的急诊标本混入了急诊标本

中!占用了急诊资源!使真正需要急诊的标本回报时间延长"

与临床沟通!加强工作人员对急诊标本的认识和责任心!使真

正的急诊标本能够得到及时的检测!成为缩短总
M@M

的关

键"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一些医院还使用了自动传输系统-

$

.

!

此系统方便快捷!可以有效地缩短报告时间!但因标本量大和

科室多等客观原因!也并非所有科室的急诊标本均使用自动传

输系统"

鉴于实验室外因素的不可控性!本研究单独分析了

M@M*

"从图
!

'

"

可以看出平均标本量由大到小依次为
M!

'

M"

'

M*

'

M8

'

M&

'

M7

!说明实验室人员配制还是比较合理的"从

表
!

'

"

可以看出!总的平均
M@M*

为
*8:!53<

!不合格率为

!#:!8R

!在某些时间段$

M!

'

M"

'

M*

%尽管增加了工作人员!仍

成为不合格率较高的时段!工作流程仍需进一步优化"从表
"

可以看出标本量成为影响实验室
M@M

的主要因素"但在实

际工作中影响
M@M*

还有许多因素如标本的复查'急诊仪器

需要进行室内质控分析'仪器故障'

J'(

系统故障等均可能成

为
M@M*

不合格率高的影响因素-

!#

.

"将这些影响因素降至最

低有赖于持续性优化工作流程$如质控时间尽量选在标本量较

少的时候%

-

!!

.

'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按要求做好

对仪器的养护和系统的管理等"

实验室
M@M

作为管理水平的指标!已引起了高度重视"

随着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

!">!*

.

!可以比较方便地

利用其系统对检验结果回报时间进行分析!大大减轻了统计人

员的劳动强度和时间!而且统计方法由原来的数据抽查变为所

有数据的调查!使统计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可靠"定期将结果反

馈临床!使各个环节高度重视!让真正的急诊标本快起来!满足

临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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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与
*

个实验室送检标本革兰染色

!!!!

结果的一致性

标本类型 本室,甲院 本室,乙院 本室,丙院

浆膜腔液
j "

,

" j

阳性血培养
j j =

,

%

总计
!%

,

"# !!

,

!* **

,

*%

一致率$

R

%

$# %& %=

!!

j

#表示未做检查"

从表
!

可看出!与其他
*

个实验室的一致率均在
%#R

以

上!表明革兰染色镜检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
"

!!

与
*

家三级甲等医院送检标本抗酸

!!

染色结果的一致性

标本类型 本室,甲院 本室,乙院 本室,丙院

尿
j #

,

! j

脓液
!

,

! !

,

! !

,

!

痰
"

,

* !

,

! =

,

=

支气管灌洗液
8

,

8 j j

浆膜腔液
"

,

" !

,

! j

脑脊液
j !

,

! j

总计
$

,

!# 8

,

& %

,

%

一致率$

R

%

$# %# !##

!!

j

#表示未做检查"

从表
"

可看出!抗酸染色比对的标本数量相对较少!与医

院乙只比对了
&

例!但总体一致性仍在
%#R

以上!达到了预期

设定的目标"

&

!

讨
!!

论

尽管细菌的自动化鉴定弥补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但是形

态学检查对细菌鉴定仍有很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仪器鉴定的准确性-

7

.

"直接涂片显微镜检查在临床微生物

检验工作中具有以下作用#$

!

%有利于临床快速诊断!如血培养

阳性瓶涂片可快速诊断菌血症类型'尿沉渣涂片可快速诊断尿

路感染-

=

.

'痰涂片发现抗酸杆菌对结核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等&$

"

%有助于判断标本采集的质量!排除污染-

%

.

&$

*

%有助于判

断感染菌的种类-

$

.

"尽管直接涂片检查简单易行!但仍有文献

报道不同实验室革兰染色结果误差达
&#R

以上-

!#

.

"

显微镜检查不仅要求制片'染色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而且

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作者的经验是不断地对在岗位人员

进行显微镜检查的培训!提高其形态学的识别能力!加强其责

任心!保证岗位人员充足!使其认真对待每
!

张涂片"本研究

对细菌形态的辨认首先采用
+@I

质控片进行测试!

7

名人员

对
&

张涂片判断的一致性达到了
!##R

!然后在用临床标本测

试!发现只有痰标本有
"

人次结果不一致!进一步探讨原因发

现!该痰标本为脓痰!未进行匀质化处理!导致涂片时挑取标本

部位不一致所致!因此应对黏液脓痰先进行消化再涂片或接种

以消除标本选择的差异"

在保证本室人员显微镜检查一致性良好的基础上!与
*

家

三级甲等医院通过
'()!&!%$

认证的实验室进行了室间比对!

参照室间质量评价性能判断指标设定总体一致率#

(

%#R

为性

能良好"结果显示!在具有严格质量控制和较高人员素质的实

验室之间!显微镜检查的一致性均能达到预先设定的标准!误

差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本研究表明!虽然参与室间比对的各实验室之间在染色的

试剂和方法上存在少许差异!难免造成结果判断上的误差!但

只要对染色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对结果判断统一标准!对人员

进行常规培训以提高形态学识别技能!显微镜检查的误差是可

以控制在令人满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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