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全程追踪，ＴＡＴ明确可查，对存在的问题持续改进。

３．５　对ＴＡＴ目标管理的措施及建议　门诊ＴＡＴ延长的因

素可能如下：（１）随着标本量的上升，门诊特别是周一、二早高

峰时段工作人员强度比较大，每台检测仪均加大负荷运转，高

峰检测时段未及时检验的标本积压，造成ＴＡＴ不合格率有增

高现象。（２）如遇危、急诊患者标本，因检验结果异常项目增

多，特别是危急值项目等需要复查或者镜检，也造成 ＴＡＴ延

长。（３）试剂更换、仪器维护保养等，标本检测突然停止，可造

成ＴＡＴ延长。（４）ＬＩＳ信息系统故障时，报告结果无法及时传

输审核，ＴＡＴ延长，临床医生无法及时地查询报告
［７］。将这些

影响因素降至最低有赖于持续性优化工作流程、认真履行岗位

职责、严格按要求定期做好对仪器的维护保养及试剂的管

理［８］。目前，从国内同行对 ＴＡＴ研究的比对分析得出，对

ＴＡＴ的监督现状尚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是：常规检验ＴＡＴ在

工作日大于休息日，而急诊检验无明显的日间差距，需要缩短

常规检验工作日和休息日ＴＡＴ之间差异；超过目标的 ＴＡＴ

值为离群值，对离群值缺乏有效的监测，需要定期监测离群值

的发生率。改进缩短ＴＡＴ的方案，包括积极完善实验室信息

系统，利用预制条码系统将标本进行分类，采用合适的抗凝剂

分离标本等，达到对ＴＡＴ目标管理的目的。

ＴＡＴ影响到临床医生的效率和患者的救护时间，一份及

时的报告可以改善患者的病情甚至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９］。

也是衡量临床实验室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影响患者和临

床满意度的重要因素［１０］。该科为缩短实验室段ＴＡＴ所采取

的措施有效，通过持续改进，工作流程优化，ＴＡＴ目标管理，急

诊范围明确，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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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档案是医院各项活动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是

医院十分宝贵的财富［１］。它记载了医院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

过程，记录了医院的重大事项、重要人物等，记载形式有文件、

图表、影像、磁盘等，是医院工作计划和决策的可靠依据［２］。医

院文化是具有医院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全体

医务人员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和奉行的价值观念［３］。它包括了

医院技术力量、员工素质、医院文化理念、团队精神、环境布置

等方面。医院档案与医院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充分发挥

医院档案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增强医院建设和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潜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１　档案与医院文化建设的关系

档案是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医院文化的信息载体，是

医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医院历史和现状之间的桥

梁。每个医院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建设历程，对

这个历程的记载或记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档案管理工作。档

案作为医院文化建设的主要信息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

史料价值。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医院，如果没有档案历史或者说

历史信息不健全，必然不是一个高品质文化的医院，必定跟不

上社会的发展步伐。

医院文化的建设进程和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二者

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档案工作具有文化特性，记录了

医院建设所需的全部信息，使医院文化建设以物化的形式体现

出来；另一方面，医院文化的氛围和取向又极大地影响档案管

理工作，决定着医院档案的完整性和独特性以及未来的价值。

由此可见，医院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档案，同时也为

档案工作的拓展提供了条件和舞台［４］。

２　档案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２．１　档案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作用　档案是医院文化建

设的历史借鉴和参考，它记述了医院的业务发展、技术传承、科

研学术成就以及人才队伍等内容。一个医院的文化建设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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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院的历史为基点，结合现状以及自身特点，逐步建立一个

适合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体系。重庆市中医院中医药文化源远

流长，它是一代一代中医人不断总结、传承、发扬下来的精

髓［５］。该院档案室保留了医院发展一百年来中医界前辈的学

术思想和成就，其成就引领和推动了本地区中医事业的发展；

有７个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工作室详细记载了名中医的医德医

风、学术思想、科学研究，用于弘扬大医精诚、医者仁心、指导后

辈跟师学习，对于打造该院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有决定性的

作用。

２．２　档案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传播作用　档案是医院文化建

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档案的多种表现形式，对外传达了医院的

组织结构、办院理念、员工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医院所构建的

核心价值体系，展现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６７］。该院有反映

医院发展历史的《医院年鉴》，宣传医院服务意识的《疾病常识

手册》，规范职工行为的《文明手册》，展现医院科研学术成就的

荣誉陈列室等，处处传递着医院的文化精神。该院首任院长吴

棹仙向毛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的历史图片资料被载入

史册，并以大型浮雕的形式展现在文化墙上，时刻铭记医药事

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２．３　档案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　医院档案是医院发展

史上各项活动的最真实写照，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它

记载了医院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叙述了医院发展

的艰辛历程及几代劳动者的创业事迹，是职工劳动与智慧的结

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目前医院发

展的精神源泉与动力［８］。该院编撰的《百年建院史》、名医馆的

建设、文化墙建设等都是在深入查找档案记录的基础上完成

的，医院的院徽、院歌、院训都是对过去档案进行充分凝练后创

作的。综观该院档案，本身就是一部医院文化建设发展史。

３　运用档案资源，全面促进医院文化建设

３．１　深入挖掘档案资源，完善医院文化建设内容　首先，要使

看似“静止”的档案变成“活动”的充分可用信息，对院藏档案信

息进行深入挖掘，充分了解，全面整合，直至完全掌握。在此基

础上，将提炼出的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医院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

行动，涵盖医院的各方面，包括医院基本建设、人才培养、形象

塑造、对外宣传、重点学科专科建设、新技术新业务开展、科研

学术成就等方面。使中医药文化的精髓通过物化的形式使人

们看得见、摸得着［９］，从而使医院文化内容更具有形性、具体

性、对象性。

３．２　建立医德医风档案体系，构建医院核心文化价值观　医

院的核心文化是以患者为中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当今影响

医患关系的原因多种多样，服务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期望

过高、社会不良舆论等都涉及医患双方，成为医患关系的隐患。

充分利用档案管理工作协作网，加大宣传力度，使全院职工都

了解医德医风档案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明确医德医风档案是

“取之于我，用之于我，功在医院，利在个人”［１０］，增强档案意

识。同时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医德医风档案管理体系，把医院精

神、技术水平、优质护理服务的典型事例展示出来，让患者了解

医院的服务宗旨和工作特性，对医疗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不可控

情况能提前预知并理智对待，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医患关

系。在医院大厅、诊室候诊区、病房、文化走廊等公共区域配置

影音播放系统，围绕“看病难、看病贵”的热点，将能够反映医院

医德医风等文化建设的资料及信息通过该系统定时播放，搭建

一个服务沟通的平台［１１］。

３．３　创新档案功能，开启医院文化传播窗口　增强创新意识，

激发档案工作活力，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建立医院档案信

息网站［１２］，切实开启医院文化传播窗口。除了建立纸质和电

子档案，进行影音传播，还可以向社会提供网上查询服务，使医

院文化传播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传播信息量大，速度更快，传

播范围广，使医院核心文化理念得以充分展现，扩大社会影响

力。２０１３年，该院仅查询医院历史有１０人次，查询名医个人

档案有５０人次，查询师承技术２００次左右，工作量大，容易疏

漏，如果开启网上查询功能，可以使相关文化信息得到迅速、有

效的传播。

参考文献：

［１］ 孙云云．医院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的探索与实践［Ｊ］．兰台

世界，２００７（７）：４１．

［２］ 黄桂敏，陈露萍，刘芸．加强医院综合档案管理开发医院

档案信息资源［Ｊ］．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３，８（２）：１６０

１６２．

［３］ 蔡世桂．医院档案如何为医院文化建设服务［Ｊ］．兰台内

外，２０１３（３）：６．

［４］ 韩跃红．医院档案与医院文化建设［Ｊ］．架阁库文丛，２０１３

（５）：２４２５．

［５］ 苏艳梅．论档案管理在中医院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１０，８（１３）：１２．

［６］ 施，刘连新，王艳萍，等．医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与评

价［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３，３３（８）：６７６８．

［７］ 李成修，刘运详，尹爱田，等．医院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实践

［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７２９．

［８］ 郭燕子．试论档案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Ｊ］．档

案管理，２０１３（１）：９５．

［９］ 夏禹波．开发馆藏档案促进医院外显文化建设［Ｊ］．中国

档案，２０１０（２）：４８４９．

［１０］虞爱丽．开创医院档案工作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Ｊ］．中国

农村卫生，２００９（３）：６０．

［１１］熊含艳．开发档案资源，促进医院外显文化建设［Ｊ］．医学

信息，２０１３，２６（３）：４３．

［１２］唐怡风．浅谈医院文化与档案的开发利用［Ｊ］．江苏卫生

事业管理，２０１３（２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０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６）

６７６２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４３卷第２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