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为早期肾小球损伤人群*这类人群的检出重要性在于他

们处于疾病的极早期*此阶段进行及时治疗可防止疾病进展

到不可逆的临床蛋白尿阶段#从而对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轻

社会医疗经济负担具有重大意义*

0P3:

检查也尤其应该在

合并心血管并发症高危因素的肾病患者中进行#包括糖尿病)

高血压等+

(

,

*

正常的粪便为成形)黄褐色的软便*婴儿多为黄色)金黄

色糊状便*如果婴儿粪便的臭味明显#则表示蛋白消化不良#

这时应适当减少奶量或把奶冲稀*如果粪便中多泡沫且有酸

味#则表示碳水化合物消化不良#就必须减少甚至停止吃淀粉

类的食物*若大便外观如奶油状#则表示脂肪消化不良#应减

少油脂类食物的摄入*胃肠道上部出血或服用了铁剂#可排出

黑色的大便#有的似柏油样*如果大便带有脓血并有腥臭味#

可考虑为痢疾+

L

,

*粪便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多样性)普遍

性)复杂性#严重影响着粪便检验的质量#必须引起医生)护士)

患者和检验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痰结核菌涂片检查也是常见项目*国内)外的研究证明#

结核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继发性肺结核病痰涂片检查阳性的患

者#涂片阳性者一般每毫升痰内含菌量在
A

万以上甚至上
%

亿*至少每毫升内有
A)))

个才能在涂片上找到抗酸菌*痰

涂片检查可作为肺结核诊断的重要依据*结核病患者排菌量

与结核菌繁殖速度和罹患疾病呈正相关*当今结核病化学疗

法的主要作用是杀灭病灶内的结核菌*而药物的杀菌作用主

要取决于病变中结核菌的代谢状况和药物浓度*对于生长繁

殖的结核菌#抗结核药物的杀菌作用力得到充分发挥(而处于

代谢缓慢生长期的结核菌#药物几乎不能起作用*因此#痰内

细菌学检查对于正确制定化学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是考核化学治疗效果的重要指征+

G

,

*

精液分析是男性不育的诊断)治疗和研究中的一项基本检

查#其分析指标是评估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依据*正常精液是

一种混合物#其中
M)Y

以上由精囊分泌#

()Y

#

L)Y

来自前列

腺#附睾液及精子约占
%)Y

#少量由尿道球腺分泌*人类精液

具有凝固并在短时间内液化的特点*其中凝固可以发生在射

精时或在精液射出尿道之前很短时间内#液化则可能始于前列

腺的分泌液与精囊液相接触时#常在
A

#

()0/.

内完全液化*

按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新采集的精液标本在室温&

(A Z

'

M)

0/.

内发生液化+

A

,

*所以采样后
%+

内送到检验科#传送时温

度应在
()

#

G)Z

*

FDF

!

建立多样化沟通教育渠道
!

从多年的门诊标本接收来

看#患者最信任的是医生的话#有时申请单是尿蛋白定量#需留

(G+

尿液#但患者留取的只是晨尿#他们会说!0医生没讲啊61

正如前所述#医生方面交代不详细#实习生自身也不甚了解#患

者缺乏就医基本常识#护士没有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所以成

了个薄弱环节*门诊患者停留时间短暂#但对于与化验有关的

知识#患者是非常需要了解和知晓的*检验科每月发放临床检

验信息#发给医生)护士和患者(拓宽护士检验知识#门诊健康

教育处方增加检验相关知识#也让检验知识出现在宣传栏(对

于老年人)文化水平不高的患者进行耐心讲解#注意言语诚恳)

温和*不合格的标本虽然勉强进行检验#其结果的可信度令人

怀疑#将影响对病情的诊断#浪费患者的时间及金钱*总而言

之#医生)护士)检验师与患者加强沟通#相互咨询#良好配合#

才能提高患者依从性#提升诊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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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M

年卫生部.可感染人间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

]K̂

'被列为危害程度
(

类病原微生物#根据

国务院
())G

年颁布的
G(G

号令.病原微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K̂

属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K̂

以血液传播为主#通过共用针头吸毒)使用被污染的

血制品及血液是我国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PKI&

'流行的主

要传播途径*国外临床医护人员和实验室工作人员由于职业

暴露引起的感染多有报道#

]K̂

抗体检测实验室以检测血液

样本为主#为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止实验室交叉感染#本文

仅对
]K̂

抗体初筛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

探讨*

D

!

实验室要求

]K̂

抗体检测实验室应按国标.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

求/&

">%F%HF$())G

').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

())M

年'要求设置*实验室主要配置!酶标仪)洗板机)洗眼装置)离

心机生物安全柜*其中#生物安全柜应放置在没有气流明显流

动的地方#避免生物安全柜在工作时受外界气流影响正常的内

部层流*

E

!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EDD

!

实验室危害评估
!

对新建成或已建
]K̂

抗体检测实验

室必须作一次实验活动危害评估#评估内容应根据各实验室现

状)条件)人员#以及具体实验活动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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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

!

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体系
!

完善各类生物安全管理制

度#应包括样本的处置与包藏管理)仪器的安全使用)消毒隔离

措施)应急事故处理)实验废弃物处理)人员健康定期医学监护

制度)职业暴露处理等*

EDF

!

个人防护
!

实验室工作人员所采用的个人防护装备均应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使用前应仔细检查#不使用标志不

清或破损的防护用品*同时应根据本实验活动的特点#选择适

当的个人防护用品#并正确使用*一次性的用品不可反复

使用*

F

!

样本采集

FDD

!

]K̂

抗体检测只要采集血液样本#样本采集的工作人员

应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有效地防止病原微生物

扩散和感染*

FDE

!

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清楚意识到待检样本的

潜在感染性#操作时必须戴手套&如果采集已知的
]K̂

感染者

或患者的样本时#应戴双层手套'#提倡使用真空采血器#若使

用普通的注射器#采血后不得使用手摘取针头#不得给注射器

重新0戴帽1#避免刺伤手*针筒内的血要小心缓慢地沿管壁注

入试管内#防止血液外溅*

FDF

!

盛有血液的试管必须及时加盖#并放置于稳妥的试管架

上#防止倾斜*试管在注如血液前应认真检查试管底)管壁有

否裂纹和破损*

FDG

!

使用后的真空采血器或普通注射器及止血棉球都含有待

检样本的血液#必须立即放入含有消毒液的容器内#按有关要

求消毒一定期限后#作为医疗废弃物处理#或放置于生物废弃

袋中#在密封的情况下送去作高压灭菌处理*

G

!

样品转移

GDD

!

单位内部运输
!

一般单位的采血点与实验室都有一定的

距离#可能是在同一楼#或在另一楼内#采好的样本放在规定的

容器内送到实验室#不得徒手拿到实验室*

GDE

!

实验室间的远程运输
!

需利用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运

输的样本)应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J

'提出的三级包装系统#

根据卫生部
())A

年第
GA

号令.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的要求#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事先应进行规范合适的包装和标记#办妥必要的运输申请手

续#方可实施运输*

M

!

样本接受$开启

实验室接受样本应在生物安全柜内开启包装件#并检查盛

装样本的试管有无破损或渗出的情况#如发现溢漏应立即将存

留的样本移出#对被污染的试管)试管架和盛器均需作严格

消毒*

O

!

样本分离

ODD

!

离心机分离血清
!

样本在离心前最好在实验室自然放置

%

#

(+

*在离心时#最好使用带有密封离心桶&安全杯'或者密

封转头的离心机分离血清#离心后#应在生物安全柜里开启试

管*在生物安全柜内分离血清#操作时尽量避免产生气溶胶#

工作人员的手臂动作幅度不能太大#以免影响安全柜内的空气

层流*如果是无盖的试管#应在离心完毕后#静止
L)0/.

后#

再开启离心机盖#如发生试管破损#要对离心机进行严格消毒*

ODE

!

血清分离器械的处理
!

操作完毕后#所有的吸管)

!/

S

吸

头)含血细胞的试管等废弃物应置于规定的已含适当消毒液容

器内#小心移出生物安全柜#高压后焚烧*如使用滤纸片作为

载体收集的样本#在实验室内使用缓冲液浸泡)离心收集样本

的操作#亦参照上述要求处理*要求工作人员将所有实验操作

移至生物安全柜中进行#安全柜内工作台面由左到右分别为相

对清洁和污染区域*

ODF

!

消毒
!

应备有合适的消毒液#以随时清除贱出物及溢

出物+

A

,

*

S

!

样本检测

SDD

!

手工操作
!

加样)混匀用移液器将分离好的血清在生物

安全柜内加样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9K&P

'或其他试剂反应

孔中#小心混匀#尽可能避免气溶胶的产生#封盖后#用托盘平

移至温箱孵育(洗涤)溢出洗板机使用前应检查洗液针孔是否

阻塞#如发现阻塞应尽快疏通#在洗涤过程中要注意洗涤液不

能溢出(每次洗涤完毕#用蒸馏水洗涤几次#以免洗涤液中的成

分产生结晶阻塞针孔#造成实验室环境污染(吸入废液瓶中的

液体应按量加入适量的消毒剂#作用规定时间后处置*

SDE

!

自动化酶标仪检测
!

该仪器操作中存在有加样探针及洗

涤的废液均应根据每次废液的量加入足够的消毒剂#作用规定

时间后处理*

V

!

剩余样本处理

如需保藏的血清或血浆样本#应设有专用冰箱)登记造册

入档)专人保管*若专库保藏的#必须按国家高致病性样本管

理要求保藏*不需保藏的所有标本#按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W

!

废弃物处置

WDD

!

从实验室出来的所有废弃物#包括不需要的样本&血细

胞)血清')反应板试剂阴阳性对照)

W9K&P

标记物)试剂包装

盒等#均应视为感染性废弃物#应置于专用的密封防漏容器或

生物废物袋中#经高压无害处理后#密封容器或扎紧废物袋口#

按环卫部门要求处置#有专人按特定程序和方法进行清洁和消

毒#污染或可能造成污染的材料在带出实验室前均应进行严格

消毒*

WDE

!

记录
!

废弃物的处理应做好记录*

WDF

!

消毒效果检测
!

可使用化学)生物指示带&剂'法#每次高

压灭菌需要的化学指示带)每月用生物指示剂来检测灭菌

效果*

DX

!

实验室意外和意外事故处理

实验室必须随时备有足够应急用的消毒剂#消毒剂应在有

效期内#保证消毒效果*发生意外事故时#应立即采取相应紧

急处理措施#并报告实验室负责人!&

%

'血液溢漏)倾翻于工作

台面或实验地面时#应马上采取消毒措施(&

(

'工作人员破损的

皮肤或黏膜接触了待检样本或含有
]K̂

的血清#发生了职业

暴露事故后#应立即用消毒液或清水处理被污染的部分#尽可

能用力挤压皮肤#排除污染物#或使用洗眼装置冲洗眼睛黏膜#

然后按卫生部.护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处理指导原则/认

真做好职业暴露危害评估及处理(&

L

'未破损的皮肤只需立即

消毒清洗(&

G

'工作人员衣物污染时#应马上脱去#高压灭菌后

再清洗(&

A

'如果发生环境大面积污染#工作人员应及时离开实

验室并似好消毒处理(&

M

'做好意外和事故登记)报告和检测*

DD

!

生物安全柜

每次开启生物安全柜后首先检测气流是否正常*每次实

验完毕后#使用
O)Y

的乙醇擦拭安全柜内壁*生物安全柜应

定期检查空气层的层流)流速)噪音)泄漏)紫外线强度)高效过

滤膜的破损等*若生物安全柜内出现正压#能正常工作报警

时#应视为房间有试验因子污染并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危害较

大#应立即关闭安全柜内电源#停止工作缓慢撤出双手离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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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位置#避开从安全柜内出来的气流*在保持房间负压和加强

个人防护的条件下进行消毒处理#撤离实验室*生物安全柜的

高效过滤膜阻塞无效时#必须请专业人员在密封状态下用甲醛

熏蒸后更换#更换下的滤膜应放置于专用塑袋密封后移出实验

室#送到指定地点销毁*

DE

!

人员准入制度

实验室必须建立严格的人员准入制度#严禁非本职工作人

员进入实验区域*

DF

!

仪器和设备的保养维修安全

对实验室内所有的仪器设备在按规定做好保养期间核查

前或出现故障时#需进行有效的消毒处理#方可移出实验室#或

由工程师上门维修#以确保维修或保养人员的安全*

实验室生物安全不是新出现的学科*应该说自人类开始

有医疗行为时就存在有实验室生物完全的问题#当一个生物样

本从人体采集后#进行样本运送到实验室检测#剩余样本的处

置#和检验报告的发出这一连续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实验室生

物安全问题*

近年来国家对实验室生物安全高度重视#陆续出台了有关

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管理性文件#将我国实验室生物安

全工作纳入规范管理体系*

实验室生物安全作为体系管理#所有的生物实验室都有一

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每个实验活动中#把可能对人员和环境发

生的危害控制到最低*这些管理活动使原来一些不规范的操

作受到约束和干预*为此#每个工作人员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搞好实验室生物安全首先保护的对象是实验室的工作人

员#同时#必须考虑到实验室生物安全有共性#亦有个性#要针

对不同的实验对象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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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用以防病治病)康复保健的特殊商品*医院药房作

为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参与医院经济活动#药房管

理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是医院医疗质量体系中十分重

要的技术支持系统*药房管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临床

用药是否安全)有效#影响到医院经济效益和医院声誉#与医院

的发展紧密相关+

%

,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药品的管理模式也在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因此#加强医院药房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

本院药房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以下针对一些普遍问题进行探

讨并给与相应的对策分析*

D

!

目前本院药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DDD

!

缺少具体)规范化的药房管理文件
!

目前全国尚无统一

的医院药房规范化管理具体文件#本院均根据卫生部
())(

年

发布的.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来规范药房的各

项工作#由于缺少具体要求#在操作上没有做到规范*

DDE

!

管理模式陈旧
!

本院仍采用传统的药房管理模式444利

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管理)调配药品*工作主要是围绕保障药

品供应的角度开发#核心内容是药品的进)销)存#即物流)资金

流的管理#实现的功能很局限#只实现了药品会计工作从手工

账到计算机账页的过渡#只能满足一般的划价)账目核对和库

房管理等功能*

DDF

!

缺乏对药品流向的严格监控
!

目前本院对药品的流通管

理仅停留在从药品经营企业购进和销售给患者#对其他环节很

少重视*如!对药品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了解较少#购进记录

也较简单#对储存药品的养护记录也不能全面反映药品的质

量#且一般没有退货药品记录*并且#医院在将药品销售给患

者以后没有追踪管理#并不关心患者使用该药品后的疗效及不

良反应情况*

DDG

!

药剂科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偏低
!

本院对药剂人员重视不

够#不注重药剂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不注重加强药学人员

自身继续教育#药师普遍缺乏系统的医学基础知识)临床医学

知识)药物治疗学和临床药理学综合知识#不能很好的开展药

物咨询服务(人才结构不合理#技术职称以药师)药剂士为主#

缺乏中高级药师(学历参差不齐#中专学历占大多数#大专以上

学历所占比例太低#缺少本科药剂专业人才和学科带头人*

DDM

!

主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差
!

药房作为医院对外服

务窗口#药房工作人员既要有高度的职业责任心)同情心#还必

须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善于与患者沟通)交流*但有些药房

人员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当患者咨询有关药物价格)药品质量)

临床疗效)用药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多方面的问题时#往往敷衍

应付#不耐心回答#甚至训斥患者(将药品调配给患者时#对药

品名称)用量)用法)服药时间和次数等交代不清#或语言专业

性强#患者听不懂#经常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E

!

医院药房管理的对策

EDD

!

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
!

制度是指某一领域由管理者制

定#规范人们行为并约束人们按既定的程序运作的法则*制度

的执行程度如何以及操作规范化与否直接影响到服务质量)任

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在医院药事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把

关监督下#药房应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规章制度(如药房工作

制度)药品管理制度)药品采购工作制度)药品价格管理制度)

处方制度)合理用药工作制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工作制

度)差错登记制度)特殊药品管理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等#

同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及量化考评指标#使药房中的每一项

工作每一个岗位都能工作落实到人#责任落实到人#认真执行

各项药事制度#使药房的管理工作者有章可循+

(

,

*

EDE

!

建立新型药房管理模式
!

(%

世纪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计算机普及的信息时代#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构件的医院信息

系统已成为医院现代化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药房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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