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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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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在医学独立实验室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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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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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的试剂库存量、批号、有效期等库存信息。研究者可以

根据预期标本量在库存预警期时进行试剂的请购，以避免试剂

断货导致标本的迟发，同时确保试剂库存积压最少的流动资

金。而库存预警期的设置是根据试剂厂家供货周期加上当月

标本量上浮２０％后平均到工作日计算出来的。当研究者在信

息系统中进行了试剂请购的操作时，信息系统会显示出预计到

货时间、仓库量、在途量、安全库存量、最大库存量等信息，同时

也避免试剂重复请购的情况发生。

２．２　客户端耗材的管理　本中心客户医疗机构的耗材（比如：

真空采血管、ＨＣ２专用采样管、ＴＣＴ专用采样瓶等等）是有本

中心外勤服务人员配送到客户端的，何时需要送就需要了解到

每家客户在一个周期内送检的标本量，以及每家客户上次补给

的耗材量和时间。本中心的信息系统可以提供这样的信息，这

样就可以避免客户医疗机构不会因为没有耗材而无法采样造

成抱怨，也能控制耗材的有效使用，避免给某一客户医疗机构

某种耗材过多造成耗材在有效期内无法用完而导致耗材的

浪费。

２．３　项目成本的管理　每一个项目在项目设置的时候都设置

了检测方案，检测方案中包含仪器设备、试剂厂家和质控、耗材

等，财务将仪器折旧、试剂价格、质控和耗材的价格等信息录入

到信息系统中，信息系统就会根据一个时期的标本量计算出每

个在这个时期的除人工之外的各项成本，这将为实验室的成本

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３　检验结果和相关信息的保存

独立实验室每天有大量的标本来源于不同的客户医疗机

构，而每个标本都会涉及到患者资料、标本情况、采集时间、检

测时间、检测结果、检测人、报告发放人、当天的质控结果等等

各种信息，这些信息的纸质保存往往很难在一张记录上体现出

来，而信息系统却可以做到，它能做到所有与同一患者标本相

关的各种信息通过检索能出现在一个界面上，再通过界面上的

不同功能按钮可以链接到不同界面查到更详细的各项信息。

这种通过信息系统来完成信息的保存既是对纸张记录保存的

极大补充，又为记录的查找提供了快捷便利的工具。

４　客户服务的支持

４．１　客户咨询服务的支持　独立实验室的客户来自不同的地

域，在沟通和交流方面因地域原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客

户的咨询和沟通服务显得非常重要。本中心客服部多名专职

的客服工作人员，每天接听到来自不同客户的各种咨询和沟通

电话，内容包含：结果查询、项目咨询、信息反馈、报告单信息更

改、意见和建议等等。要及时解决客户的各种咨询和满足客户

的各种要求必须依赖很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我中心的实验室

信息系统里有专门的客服模块，非常方便客服人员快速查找结

果信息、开展项目的各种信息，以及有专门的记录录入设置，客

服人员把完成的各项工作以及接听到的各种信息录入到信息

系统中，这样既方便于一些问题的后续处理，也方便于信息汇

总后为持续改进提供重要信息。

４．２　客户抱怨投诉的记录　客户抱怨的接受和处理也是本中

心客服部一项重要的工作，本中心客户服务部接到客户抱怨和

投诉的同时会在信息系统中进行记录，同时通过信息系统的客

服模块中的标本日志查找出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并以第一时间

通知到相关人员进行原因调查，根据问题的性质分为不同的级

别要求不同的时间反馈给客服部门，客户服务部再及时和客户

再沟通。在处理流程中，信息系统既是处理的重要工具，也是

重要的记录单元。投诉抱怨的信息系统中记录方便管理人员

及时提取相关信息，同时通过后台处理方便问题的分类，为关

键指标的监测和质量目标的制定和质量改进方案的设置产生

极大的帮助。

５　客户医疗机构信息的管理

客户医疗机构是独立实验室最大的依托，是独立实验室持

续运营的根源。对客户的管理对于医学独立实验室就显得非

常重要了，管理的前提是了解各个客户的相关信息，比如：和本

中心合作的业务量、送检我中心的主要项目有哪些、意见和建

议是什么、投诉和抱怨情况等等。这些信息依然来源于我中心

的信息系统，通过对信息系统的相关信息进行查找和报表导

出，便可以把客户的信息直观的展现出来，本中心的业务部门

可以通过客户的信息保持或加强客户的拜访、沟通来提升客户

医疗机构对本中心实验室的服务的满意度。

６　展　　望

实验室信息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只有二、三十年的时

间，但却已经改变了很多实验室的传统流程和工作行为，实验

室信息系统也在实验室管理、质量控制、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

信息控制能力和需求的增强。实验室工作的同行也在不断的

探求信息系统在实验室中更多更大的利用价值。比如：利用实

验室信息系统进行检验结果回报时间（ＴＡＴ）分析
［５］，利用实

验室信息系统进行检验科全面质量管理［６］，探讨实验室信息系

统在检验科应用的沟通问题［７］，以及将质量要求融入信息系

统，以提高检验前质量控制能力［８］，等等。越来越多的实验室

同道都在对信息系统在实验室工作中的新功能、新问题不断的

探讨，功能越来越多，方法越来越先进，这是必然的结果。相信

不久的将来信息系统将在实验室的运用中体现独一无二、不可

替代的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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