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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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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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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量增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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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需要加强岗位责任管理!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缩

短生化检验
"1"

!持续提高为患者和临床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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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临床检验的

要求都大大提高'

'?%

(

!对于检验工作者而言"实验室管理%流程

优化及改进%室内及室间质量控制等目标都是为了提升临床服

务能力"实现)快%准%省*"从而使危重患者得到及时诊断与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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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平诊患者能够得到及早干预"那么临床检验的流转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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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尤为重要'

(?)

(

!在所有检验项目

中"三大常规的操作相对简单快捷"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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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均能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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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化检验流程相对复杂"需要临床医生和患者等待的

时间较长"这就迫使检验人员加强岗位责任管理"不断优化生

化检验流程"尽可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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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对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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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审核的生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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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并对

"1"

延长的原因进行分析"采取相应措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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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为

患者和临床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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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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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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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据是临床医生为患者进行诊断%鉴别诊断%疗效监

测及预后评估等的重要依据!医学的快速发展要求实验室检

测及时%准确%节省'

,

(

!而标本的
"1"

是体现临床实验室服

务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

"

+

(

!广义的
"1"

是指临床医生申请

检验项目%患者标本采集%运输%到标本接收%检测%审核%发放

报告到达临床医生的这段时间的总和'

'&

(

"但是检验申请%采样

及运输是否及时等过程是检验科无法掌控的!许多文献在统

计分析
"1"

时采用其狭义定义'

''?'%

(即本文研究的
"1"

"是检

验科接收标本到发出检验报告的时间#实验室内
"1"

$!某院

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于
%&'-

年通过)三甲*

复审至今已有
-

年"通过统计分析近
-

年生化检验
"1"

"针对

"1"

延长的因素"持续改进工作流程"拟定相应对策以期缩短

"1"

"提高实验室为患者和临床服务能力'

'-

(

!

在研究中"

%&'-

%

%&'*

%

%&'(

年生化检验标本量逐年增加

#表
'

$"

%&'*

年较
%&'-

年增长幅度较大"是由于某院新建住院

楼在
%&'-

年底投入使用"床位数增加!表
%

可见"

%&'-F%&'(

年门诊平诊标本的
"1"

是逐年显著缩短#均
$

"

&$&(

$"

-

年

平均
"1"

为#

3&$(3.-,$%-

$

8KM

,住院平诊标本的
"1"-

年

有逐年显著延长#均
$

"

&$&(

$"平均
"1"

#

'&($'&.)($'3

$

8KM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工作量增加而仪器和人员数没变,岗

位管理不严导致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质控失控后纠正不及

时"未及时处理标本%上机及审核发放报告,仪器设备故障"质

控失控后的处理不及时,

V#C

通讯障碍"标本复查"不合格标本

的重新送检"非真正急诊项目'

(

(占用测试通道等!门诊急诊标

本"

%&'*

年较
%&'-

年有显著缩短#

$

"

&$&(

$"但
%&'(

年较

%&'*

年显著延长#

$

"

&$&(

$"原因分析+#

'

$急诊标本量较

%&'*

年显著增加,#

%

$岗位管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在高峰

期测试通道拥挤等原因导致急诊结果出来缓慢!住院急诊标

本
"1"-

年平均#

)%$-,.-&$,)

$

8KM

"逐年显著下降#均
$

"

&$&(

$!由表
%

还可看出"门诊平诊标本的
"1"

显著低于住院

平诊标本
"1"

#

#E'&-$*3

"

$

"

&$&'

$"这与某科室的目标管理

有关#科室要求将门诊标本优先处理"以减少门诊患者的等待

时间$!从
"1"

的分段分析表
-

可见+门诊平诊标本
-

年的

"1"

在
%4

的占比
+'$(&f

"

%

!"

*4

占比
3$3-f

"

*

!"

)4

占比
&$3-f

"

&

)4

即不合格率为
&$&*f

,住院平诊标本

"1"

"

%4

的占比
3&$(%f

"

%

!

*4

占比
%*$('f

"

*

!"

)4

占

比
*$-*f

"不合格率为
&$)-f

,表
*

可见+

-

年的急诊
"1"

"

'

4

的占比
('$*(f

"

'

!"

%4

占比
*($()f

"

&

%4

即不合格率

为
%$++f

"住 院 急 诊 对 应 时 段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3$*+f

%

-,$,%f

"不合格率为
-$)+f

!由此看出"

+&f

以上的平诊标

本是在
*4

以内完成的"

%&'*

%

%&'(

年的急诊标本合格率较

%&'-

年有大幅提升!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某院
V#C

系统的统

计等功能欠完善"如果能升级后监测临床标本的全过程"将有

助于提升检验的总
"1"

!

综上所述"在
%&'-F%&'(

年
-

年标本量不断增加"而仪器

设备%人员不变的情况下"加强岗位管理"增强岗位人员责任

心"及时处理标本%上机及审核发放报告"加强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及时处理失控等措施"某三甲医院检验科的生化标本
"1"

仍能保持较高合格率"达到了生化
"1"

目标管理要求#

%

+&f

$!今后将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引进生化流水线"有望进

一步缩短某院的急诊和平诊生化目标
"1"

"持续提升为患者

和临床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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