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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概况 

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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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组织结构图 



   



   



   

• 心病、脑病、肝病、肾病、肿瘤、骨病及
不孕不育、优生优育等项目400余项、特
种检验项目200多项 

• 肝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早期筛查、
内分泌系统疾病为特色 

• 部分检测项目填补了咸阳市的空白 



   

• 基因扩增实验室（PCR室）在咸阳市首家 

  通过卫生部验收而技术准入 

•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通过陕西省卫生厅评审 

• 1999年起参加卫生部及陕西省临检中心     

室间质评（EQA），2016年103项，PT得分98.1% 



   

实验室质量（安全）管理小组 

 

制定 

管理制度 

 工作计划 
 实施方案 

人员培训 
 

 

质量——监测、预警、分析、考核、评估、反馈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步骤及框架结构图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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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 

TQC 
PDCA 

医疗质量管理工
具：为实现质量
管理目标和持续
改进所采用的措
施、方法和手段。 
 
•全面质量管理
（TQC） 
•质量环（PDCA
循环） 
•品管圈（QCC） 



   
  分析中质量控制 

  分析后质量控制 

分析前质量控制        

全过程         
管理 

 B                     



   

二 分析前质量控制 

     



检验前期– 人为导致的误差 
选择适当采血工具和血管 

国际认可的
采血顺序 

适当的标本运送方法 

标本注册及记录 

标本离心 

把标本分发到
不同检验仪器 1 检验前处理 

发生于检验科以外的检验前期

误差率 是20.2% 

发生于检验科内的检验前期误

差率 是37.1% 

标本前处理流程 



   

   

二 分析前质量控制 

 检验科 

多部门、医生、护士
沟通 

医生 

检验项目选择、   
参加交班 

患者 

患者准备、宣
教 

护士 

标本规范化采集
培训 

护工 

标本采集、运送
培训 

检验人员 

不合格标本拒收、
登记制 

关键环节 
医疗质量及 
安全的前提 



  

三 分析中质量控制 

核心环节 

• 按时检测上报 

• 结果回报反馈 

• 质评总结 

•质控品 
•频率 
•失控处理 
•定期督查 
•质控总结 
 

•     仪器 

•    试剂 

•    校准品 

•    质控品   

•  操作人员  

 

• 仪器 

• 项目 

• 修订、补充 

SOP 
检测 

系统     

室间 

质评 

 室内 

 质控 



   

  

四 分析后质量控制 

分析
后 

结果 

审核、
报告 

结果 

解释、 

 咨询 

医疗 

废弃物
处理 

标本 

保存 

危急值
报告 

最后防线 

结果正确、 
双签字 

报告与
记录 



   

  

沟通—临床医生培训 



   

  

沟通—护理人员培训 

满意度调查 



   

  

临床沟通反馈—临床交班 

临床联系人负责制 



   

  

临床沟通反馈—病案讨论 

 满意度调查 



   

  

沟通—患者宣教与反馈 
       

                            

 满意度调查 



   

人员培训考核 



 PDCA循环 

方针目标 

质量环 

及要素 
报告 

 

质量改进 

 

QS 
结构 

QS 
文件 

QS 
运行 

QS审核 
/评审 

 

  P:plan 

  D:Do 

  C:check 
 A:Act 



   

PDCA循环 



   

PDCA循环 



   

质量控制指标应用—TAT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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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指标应用—TAT时间 

急诊 TAT时间与标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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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指标应用—TAT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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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 TAT时间与标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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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指标应用—危急值报告 

   危急值报告数量与通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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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指标应用—拒收标本 



   

      2016年第四季度标本拒收主要原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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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指标应用—拒收标本 



   

       

标本拒收原因分析 

• 抗凝标本凝集：血沉居首，其次为血常规和
凝血 
• 标本量不符合要求：主要为凝血、血沉 
• 标本标签错误：护士多管采血所致 
• 标本容器错误：免疫学检验项目居多，如高
血压五项、细胞免疫功能 
• 标本污染：微生物检查居首，其次为尿沉渣 
 



   

      微生物不合格标本数量（2016.10对护士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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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问题与建议 

内部 

• 质量管理体系规

范运行 

• 人员培训 

外部 

• 分析前质量控制

环节多 

• 临床小实验室存

在 

存 
在 
问 
题 



   

五 问题与建议 

内部 

• 按照ISO15189标
准 

• 加强人员培训考
核 

• 质控指标的应用 

外部 

• 加强与临床医护沟
通 

• 《临床实验室管理
办法》 

• 医院及管理部门支
持 

建 
议 

 全程管理  重在沟通 信息指标    持续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