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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建立网络型医院输血管理

系统（ＢＩＳ），对临床输血采用全程信息化管理，为输血安全管理

起到快捷、准确、安全、高效、创新的作用。输血管理系统的建

立和应用已有不少文献报导，而且都各自有不同的特点［１４］。

本院建立的网络型输血管理系统与血站输血信息系统、医院信

息管理系统（ＨＩＳ）、检验科信息管理系统（ＬＩＳ）实现了无缝衔

接，并将四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临床医生在 ＨＩＳ开出电子输血

申请医嘱时，系统会从ＬＩＳ里提取患者最新相关的检验结果，

并将数据置到电子输血申请单中；输血科只要拿到患者输血申

请单申请号，并在ＢＩＳ上读取申请号，临床医生为患者申请输

血信息，便会自动录入到ＢＩＳ中；输血科根据临床需要，通过

ＢＩＳ向血液中心发出请求发放血液制品品种和需要的数量，血

液中心根据库存情况通过ＢＩＳ将血液配额结果反馈给医院输

血科。现将本院网络型输血管理系统的建立及应用情况报道

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其网络技术　医院输血管理系统工作

站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或以上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为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５，输血管理服务器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３网络操作系

统，编写医院输血管理系统所用程序语言为：Ｃ＃、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ｅｒ。

１．２　建立ＢＩＳ与血站输血信息管理系统、ＨＩＳ和ＬＩＳ的无缝

衔接　实现ＢＩＳ与血站输血信息管理系统、ＨＩＳ、ＬＩＳ的无缝衔

接，达到数据共享的目的。在输血科内任意一台终端都可以登

录使用ＢＩＳ，实现输血科信息化、规范化管理。

１．３　输血管理系统基本菜单及其功能描述

１．３．１　建立医院输血科与血液中心数据双向通讯　医院输血

科工作人员使用网络型医院输血管理系统向血液中心上传所

需要的血液品种和数量，血液中心根据所管辖的医疗机构申请

用血情况做好评估和平衡后，会向各医疗机构回复当日所能配

送的血液品种和数量。

１．３．２　输血申请　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情况在 ＨＩＳ开出输血

申请，这张申请单会从该患者ＬＩＳ和 ＨＩＳ数据库中提取患者

最新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然后置入电子输血申请单中；临床科

医生此时可点击打印患者电子输血申请单和配血标本条形码。

当输血科收到患者电子输血申请单，并在ＢＩＳ上读取电子输血

申请单上的条形码后输血科就可以知道临床受血者需要输血

的信息。同时可以及时为患者安排血液和进行交叉配血工作。

１．３．３　血型复核　根据输血申请单号，建立受血者血型检查

和复核结果登记，系统可以比较ＢＩＳ记录的结果与输血申请单

上受血者血型结果是否一致，完成血型复核实验后，向系统确

认该受血者准确血型结果。当临床送检验的申请单血型信息

不一致时，ＢＩＳ会报警，并弹出血型不一致提示对话框，要求使

用ＢＩＳ工作人员认真核对不一致的血型。

１．３．４　交叉配血结果记录及查询　根据输血申请单上需要的

血制品品种和数量，当完成输血相容性实验后，把受者与供者

信息（把实验结果和血液信息）录入到交叉配血数据库中，同时

可打印交叉配血实验结果。

１．３．５　临床发血　当完成血型复核和输血相容性实验后，根

据交叉配血实验报告结果，可进入临床发血阶段。根据临床需

要，输血科血液发放岗位工作人员可打印出临床发血单。

１．３．６　查询受血者输血历史　根据受血者姓名、住院号、门诊

诊疗卡号来查询受血者在输血管理系统里有无输血记录和输

血不良反应记录，查看受血者血型结果与现申请血液的血型是

否一致。

１．３．７　建立对患者输血的评价功能　系统建立了对患者输血

的合理性、及时性、过程有效性、输血后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评

价功能［５］。

１．３．８　建立自动计费功能　对患者进行交叉配血、血型复核、

血液发放时系统将实现自动计费。

２　结　　果

２．１　实现电子输血申请　临床根据受血者病情，临床医生在

ＨＩＳ上开具输血申请，ＨＩＳ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输血申请单

号，并从受血者电子病历里提取ＬＩＳ最新一次血型、血常规、输

血前感染性指标［６７］等实验结果置于电子输血申请单上；医生

只需根据受血者输血指征，选择受血者需要输注的血液品种和

数量，确认血制品使用的时间，便可在 ＨＩＳ上打印出带条形码

的纸质输血申请单和交叉配血标本条形码，护士抽取受血者血

型复核、血液交叉配血标本、医生在纸质输血申请单签名确认

后便可将申请单连同血标本一同送到输血科，进行申请用血和

交叉配血准备工作。

２．２　实现数字化输血管理　登录ＢＩＳ后，通过读取申请单上

的条形码，输血管理系统便可将受血者的输血申请信息读入自

身系统。通过血型检测、交叉配血实验，将实验得出的结果录

入到输血管理系统中，系统可打印出受血者血型复核和交叉配

血实验结果。输血科通知临床取血，临床可以打印出取血凭证

到输血科取血。发血员根据临床取血凭证上的信息，查找到受

血者血型复核结果和交叉配血结果，然后准确发出受血者所需

要的血制品。

２．３　实现规范化统计报表和患者输血前后评价管理　系统根

据医疗管理部门规范化管理要求，可对各用血科室和医生任何

时间段的用血情况进行统计，可对患者输血前后进行评价，为

医院医疗质量控制、财务核算管理部门对临床科室、医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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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用血提供了准确数据，实现医院医疗质量、财务管理部门

与临床用血科室、输血科、检验科间的相互沟通。

３　讨　　论

建立输血管理系统，实现ＢＩＳ与血站信息管理系统、ＨＩＳ、

ＬＩＳ无缝衔接，输血科医生可以在ＢＩＳ向采供血机构预约用

血，并可以把采供血机构供给的血液信息直接录入到ＢＩＳ内，

避免手工操作出现的错误。临床医生可在 ＨＩＳ为受血者提出

输血申请，在 ＨＩＳ上一次性打印出受血者输血申请单和输血

相关的血型复核、交叉配血标本标签信息，减少人为写错、粘错

血型复核、交叉配血标本标签机会。输血申请单送到输血科

后，在输血管理系统上读取输血申请单、血型复核或交叉配血

标本上的条形码，输血管理系统都会自动读取受血者输血申请

信息，规范了受血者信息的统一管理，减少了手工填写申请单

及实验报告单，造成的人为差错。有效整合了ＢＩＳ、血站输血

信息管理系统、ＨＩＳ和ＬＩＳ资源，为安全输血提供了保障
［４，８］。

建立规范的数据报表、实现自动计费和患者输血评价管

理，方便医院质控部门对临床科室、临床医生进行科学合理用

血进行评估；也便于财务核算部门对用血科室用血成本进行

管理。

本院网络型医院输血管理系统的建立为规范化管理临床

安全输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使用过程中，笔者发现互助献

血资料与本系统的衔接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建立网络型医院输血管理系统，实现输血信息化管理，规

范并简化了临床输血工作流程，提高了输血科工作效率、服务

水平和管理水平，为医院输血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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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ＬＩＳ）是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管

理科学与现代分析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１］。我国医院信息系

统起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发展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金卫

工程 军字一号 ”为代表［２］。随着条形码技术在ＬＩＳ中的应用，

实验室信息系统发挥出传统检验流程不可比拟的优越性［３４］。

医学独立实验室与医院的检验科在管理运作和工作流程上存

在很多的差异，本中心的信息系统也正是考虑到独立实验室管

理以及工作流程的特殊性而专门设计的ＬＩＲ信息系统。经过

多年的运行，在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管理水平以及工作效率方

面都体现出较高的价值。现就本中心ＬＩＲ信息系统各模块体

现的主要功能为例，探讨实验室信息系统在医学独立实验室的

应用。

１　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本中心的ＬＩＲ系统有实验室模块、库存管理、采购管理模

块、客户服务模块、系统管理模块、财务管理、报表管理等模块，

其中实验室模块的功能主要围绕在实验室技术检测方面，它除

了保障标本的检验到报告单的发放电子化的流程之外，最重要

的价值体现在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

１．１　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独立实验室的标本都来源于其合作

的客户医疗机构，客户医疗机构的标本除了自身的标识之外，

都增加本中心的条码以确定其双重的唯一性的标识。然后进

行医院和项目的接收，患者的项目选择、标本采集信息、患者资

料等通过其条码确认之后在信息系统中进行录入确认，也可以

通过设置的医疗机构与独立实验室的信息系统对接而进行相

关信息的传输和有限的信息的访问。

１．２　分析中的质量控制　信息系统中设置有质控模式，根据

项目不同选择不同的质控模式，有定性、定量和核查模式，确定

不同的质量规则，每个项目的质控结果必须通过传输或录入并

根据系统中确认的质控规则审核通过后，其检测标本的结果才

能审核通过。确保检测系统处于正常和控制状态下检测的结

果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对于自动化检测的项目，信息系统通过

双向联机的方式根据系统中标本条码对应的项目自动在全自

动仪器上进行项目的设置，这样可以避免手动设置项目费时、

且可能会在设置过程中发生漏设、误设的情况。同时自动化检

测项目的检测结果仪器和我们信息系统连接可以自动传输检

测结果，这比手工传输的模式要节约很多时间。

１．３　分析后的质量控制　实验完成后，结果录入或传输后需

要进行审核，本中心要求报告单的发放需要进行双人审核，本

中心在信息系统中设置一人审核不能批准的模式，审核和批准

报告单不是同一个人才可以发放报告单。这样在信息系统中

实现了双人审核的制度，确保分析后的质量管理。

２　试剂耗材及成本管理

２．１　试剂耗材的请购和库存　本中心的信息系统中有专门的

库存管理和采购管理模块，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个模块中查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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