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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临床实验室如何与临床科室之间架起沟通桥梁!为临床诊疗提供更好的服务%

方法
!

实验室充分利用现有各种有利条件!多途径&多种方式加强与临床科室联系与沟通!分享现代科技成果%

结果
!

实验室与临床科室间更加合理利用和开展最新检验技术!最大程度将现代科学成果转化为最实用&最简

单&最科学的医疗信息%结论
!

畅通实验室与临床沟通渠道!会有力促进检验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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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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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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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检验医学实

现了微量化'自动化#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广泛在临床

开展#为临床提供了更多'更准确的数据和信息%同时

一些医疗机构检验医师的出现#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

医学的发展#检验医学自身也得到更快'更高的发展#

成为现代医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从而使得临床

医师对检验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

检验项目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必然要求医学实验室畅

通与临床沟通渠道#多途径'多方式与临床科室医护

人员沟通与交流#分享现代检验新技术成果#更加合

理地利用和开展检验项目#最大程度地将现代科学成

果转化为最实用'最简单'最科学的医疗信息#为临床

对疾病作出更科学'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服务患者#

从而有力促进检验学科的发展)

$

!

有效沟通在临床医学和检验医学中的意义

$'$

!

临床诊断'鉴别诊断和疗效观察'预后判断需要

检验医学
!

尽管实验室承担着疾病筛查'协助诊断'

病情评估'疗效判断的重要作用#但多年以来#检验科

室在一些医疗机构的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如临床诊疗

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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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临床科室与实验室之间的合作'交

流'沟通与日俱增#甚至很多方面离不开实验室提供

的各种有效数据和信息#临床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

和疗效观察'预后判断越来越需要检验医学)如最常

见的血常规检查#许多临床案例表明通过及时与临床

沟通#可有效避免误诊误治'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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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更多地在临床发挥重要作用
!

随着现

代检验医学的不断进步#实验室更是临床科室在其日

常临床诊疗过程和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参

与临床诊疗过程中的有力助手#检验医学更多地在临

床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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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畅通实验室与临床沟通渠道

!!

实验室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及时准确的报告#但
%

张报告单要经过标本采集'收集'离心'实验室检测'

审核'报告等诸多环节)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涉及很多

方面!标本采集方法是否准确#采集标本是否符合检

验要求#标本送检是否及时#临床是否使用药物#检测

仪器和操作人员技能等影响因素#均会导致检验结果

是否出现偏差#因此更需实验室与临床多沟通#随时

保持与临床沟通渠道畅通#促进检验学科向前发展)

有统计表明#临床认为检验结果不准确的原因有
-(5

与送检标本不合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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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申请开始前的沟通是与临床合作的开始
!

实验室在决定引进新设备'开展新检测项目前#首先

应积极征求临床医师的意见#这个过程就是和临床积

极沟通的良好时机#既可宣传新的检测项目#又让临

床了解实验室即将开展的项目#还使对方有尊重感#

为新设备引进'新项目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通过积极编写至少每月
%

期的/检验快讯0#积极

宣传检验专业新知识'新进展#与临床分享最新检验

科技成就%也可将新设备'新技术有关的方法原理'影

响因素'药物影响'临床意义等相关信息传递到临床#

使每一个检验项目都发挥其最大优势)同时定期编

撰检验知识性小手册发放临床医护人员#将本科室新

技术'新业务相关知识与临床分享)积极利用现代多

媒体技术#在各种条件下积极宣传介绍检验新技术'

新成果%还可利用院内宣传栏#与临床科室互动#及时

宣传实验室与临床积极合作在病情诊断中发挥的作

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临床医师接诊患者或收治入院患者后#开具检测

申请单表示临床科室和实验室之间正式合作关系的

开始)除了国家卫生计生部门规定的必须检测项目

外#开具什么检测单#检测什么项目#现有实验室能检

测的项目是否满足医师需求和疾病检测需要等#都需

临床医师对自身医疗机构实验室有充分的了解和信

任#因此需实验室积极利用各种交流沟通渠道和临床

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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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标本是检验与临床沟通的第一环节
!

质量

是临床实验室的核心#全面质量控制包括检验前'中'

后
,

个环节)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检验方法的规

范化与标准化#以及高度重视室内质量控制与室间质

量评价#检验分析的精密度与准确度明显改善#分析

中的误差不再是影响检验结果准确性的最重要因素)

有研究报道#某实验室
%44#

年发生检验结果差错的

统计显示#分析前占
#)'&5

%

&((#

年统计显示仍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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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采集的部位'时间和送检时间等均会

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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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与临床多沟通#积

极干预#加强培训#提高标本收集质量#对确保检验质

量'提高临床诊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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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

求实验室必须和临床标本采集者之间充分交流合作#

使其对标本采集过程和环节中的注意事项充分了解#

避免在第一环节出现误差%同时实验室内还要控制好

检验试剂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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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准确发出每一份检验报告单
!

实验室要积

极与医务部门沟通#多参与临床疑难危重病例讨论#

根据患者病情积极提供检测意见#合理利用检测资

源#介绍符合病情的检测项目#达到多赢的目的)对

临床提出的任何疑问#实验室不论负责人还是一般工

作人员务必高度重视#及时解决)尤其涉及到医院感

染或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等#微生物实验室起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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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病例介绍和案例分析#以患者为中

心#多学科互相配合#可有效提高临床疑难感染诊疗

水平#制订针对性的措施#更有利于提高检验质

量*

%%6%,

+

)实验室必须认真落实危急值报告制度#如血

栓与止血检验'电解质'心肌梗死血清标志物等检测#

一旦异常须及时报告#危急值报告制度可有效减少临

床困惑*

%$

+

)有报道表明#血常规中血涂片分析对异常

标本患者的假阳性率可达
,$'&45

*

%-6%.

+

)血涂片镜检

可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

+

)同时#在医院门诊楼或

检验科旁#设立检验咨询门诊#由科室高年资中级职

称以上人员定期坐咨询门诊#解答患者和同行间的疑

问#既可解答检验结果#还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

检验建议#尽心为患者和医院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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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临床科室查房#定期举办沟通座谈

会
!

有研究显示#在医院临床疾病诊断过程中#实验

室提供的诊断信息约占所有辅助诊断信息量的
.(5

以上*

&(

+

)因此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积极与医院医务部'

科教科'临床科室沟通#定期参加医院每周教学查房#

在查房过程中可更有效地向临床学习#及时针对专业

性问题提出补充意见和想法#达到与临床科室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的目的%同时#主动与临床科室联系#针

对具体的问题召开座谈会或者讲座#针对工作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及时与临床沟通#听取临床科室意见并及

时提出解决办法%对新的检测项目更要及时听取临床

医技人员的意见和想法#尽可能满足临床的合理要

求)逐步建立以检验医师为核心的临床沟通制度#为

临床和检验医师的工作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2

!

当好临床科研伙伴#在培训中融入交流'沟通的

内容
!

现阶段#大型医疗机构实验室有相对固定的研

究课题和科研经费#一般中型或基层医疗机构则几乎

无科研机会)实验室要鼓励科内人员争取寻求与自

身或其他医疗机构临床科室在科研方面进行合作#当

好助手#这样既加强了实验室与临床的关系#又有助

于培养实验室人员的临床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对提

升实验室学科地位有较好的作用)无论是大专院校

实习学生#还是机构内部教学培训#均要强调各学科

之间'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是重点

工作之一)积极寻找临床与检验知识之间的结合点#

培养学生合理地评价检验结果#促进人文思想在临床

实验室中的具体应用)

'

!

与临床沟通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临床科室对实验室认可程度不一
!

检验科与临

床沟通的工作只是在检验科得到重视#而在临床科室

并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因此畅通实验室与临

床之间沟通渠道刻不容缓#必须进一步加大相关工作

力度#促进检验医学进一步在临床得到发展#不断提

升检验学科影响力#转变临床对实验室的认知#共同

发展进步方能为医学事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

!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临床意识0不足
!

现阶段医

疗机构实验室大多数是高年资技术人员#由于历史原

因#一般均从事只和检验相关的工作#与临床接触较

少#对临床内'外'妇'儿等专业知识涉足较少#认识不

深#导致在工作中常缺乏临床思维意识%一些医疗机

构检验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尚不能适应现代科学快速

发展的需要)现代化的各种医疗设备'现代医学知识

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大量应用于临床等#必然要

求实验室工作人员素质较高才能适应日常工作%同

时#医学学科知识交叉非常明显#各学科之间交流与

沟通也需实验室工作人员具备较为全面的专业知识%

因此#形势要求实验室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强业务知

识和业务素质#方能适应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在与

临床科室沟通的时候才能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提出

解决方案#方能得到临床认可)

'''

!

进一步完善实验室与临床沟通与交流渠道
!

检

验科与临床的沟通对检验科能否体现其价值至关重

要)尽管现阶段多数医疗机构实验室非常注重与临

床沟通与交流#但现实效果好坏结果参差不齐#加强

实验室与临床交流#是促进各学科共同发展的双赢之

举)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了解临床'学习临床#积极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T<IHC@H

J

&(%)

!

U8B'%-

!

V8'$



沟通#虚心听取临床意见#对提高自身医学知识'提高

检验学科地位有重要意义*

&%

+

)

参考文献

*

%

+ 李金鹏#李建玲
'

检验与临床沟通的案例体会*

N

+

'

医学检

验与临床#

&(%#

#

%,

$

.

&!

%%&(6%%&&'

*

&

+ 李建英#梁勤#周思彤#等
'

从几例临床案例中浅谈血常规

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重要性*

N

+

'

甘肃医药#

&(%$

#

,,

$

,

&!

&&%6&&,'

*

,

+ 李巧清#杨丽玲
'

加强实验室与临床科室之间的有效沟通

*

N

+

'

求医问药#

&(%,

#

%%

$

&

&!

&%#6&%.'

*

$

+ 贾福江#张志玲
'

实验室与临床沟通的重要性*

N

+

'

检验医

学与临床#

&(%%

#

)

$

&,

&!

&4,46&4$('

*

-

+ 刘欣
'

血液标本的采集与检验结果的关系*

N

+

'

大家健康#

&(%#

#

%(

$

)

&!

&(6&%'

*

#

+ 陈江敏
'

探究血液标本采集质量与检验结果关系*

N

+

'

中

外医疗#

&(%,

#

,&

$

%-

&!

,46$('

*

.

+ 李娟
'

血标本采集对血液检验质量的影响及干预措施

*

N

+

'

饮食保健#

&(%-

#

&

$

%)

&!

$#6$.'

*

)

+ 杨景滟
'

标本采集对血液检验的影响与护理干预方式研

究*

N

+

'

医药前沿#

&(%.

#

.

$

.

&!

,&,6,&$'

*

4

+ 曹成红#孔英兰
'

临床实验室试剂标准化管理程序的建立

和应用*

N

+

'

健康必读#

&(%%

#

%(

$

)

&!

$,6$-'

*

%(

+陈丽#杨洁#员静
'

浅谈微生物学实验室与临床的交流沟

通*

N

"

!"

+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

&(%#

#

%#

$

$%

&!

,,$6,,#'

*

%%

+刘洋#万腊根
'

浅谈微生物检验与临床沟通在病原学诊治

中的作用*

N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

&!

-&6-,'

*

%&

+赵继梅
'

医学微生物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重要性探讨*

N

+

'

今日健康#

&(%#

#

%-

$

$

&!

,,%'

*

%,

+余昊#温见翔
'

从临床案例中研究临床与微生物检验相互

沟通的重要性*

N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4.6&$4)'

*

%$

+梁渊
'

探讨临床实验室危急值报告制度在临床中的应用

价值*

N

+

'

医药前沿#

&(%#

#

#

$

&%

&!

&,&6&,-'

*

%-

+周?
'

浅析血涂片分析在血常规检验中的重要性*

N

+

'

中

国卫生标准管理#

&(%.

#

)

$

)

&!

%(&6%(,'

*

%#

+姚祖艳
'

解析血涂片分析应用于血常规检验中的重要性

*

N

+

'

医学信息#

&(%$

#

&)

$

%&

&!

-4('

*

%.

+王玉琼
'

血涂片分析在血常规检验中的重要性探究*

N

+

'

今日健康#

&(%#

#

%-

$

%(

&!

).6))'

*

%)

+任海燕
'

血涂片镜检在血常规检验中的重要性*

N

+

'

大家

健康旬刊#

&(%.

#

%%

$

,

&!

%(%6%(&'

*

%4

+刘淑敏#鄂伟建
'

医学实验室与临床沟通及建立相关标准

化制度重要性的探讨*

N

+

'

医学检验与临床#

&((.

#

%)

$

-

&!

,$-6,$.'

*

&(

+王景革#何小刚#王靖雯
'

/实验室与临床交流0关系医疗

安全*

N

+

'

母婴世界#

&(%#

#

$

$

%-

&!

%$-6%$#'

*

&%

+刘光福#韩守华#范玉梅
'

等
'

浅谈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重要

性*

N

+

'

中国保健营养#

&(%#

#

%(

$

$

&!

#.6#)'

$收稿日期!

&(%.6(.6&$

!!

修回日期!

&(%.6()6,(

&

$上接第
-#.

页&

*

$

+ 石秀秀#原艳丽#唐金树#等
'

膀胱水扩张结合视觉反馈排

尿训练在治疗脊髓损伤患者神经源性膀胱中的意义*

N

+

'

中国骨与关节杂志#

&(%$

#

%-

$

4

&!

#.-6#.4'

*

-

+ 陈晖#蒋重和#汤平#等
'

索利那新联合盐酸坦索罗辛治疗

神经源性逼尿肌过度活动的临床研究*

N

+

'

现代泌尿外科

杂志#

&(%-

#

&(

$

%(

&!

.(%6.($'

*

#

+

"[RR2VZ0

#

Y0["0S*V!*

#

R00"

#

<>@B'*=CH

G

H9=6

9:

?

B

J

B8L

G

H<;@B<:M<8DE<K8:=>H@IB<=>H<==CH9:@H

J

9:M8:6

>9:<:M<@:E

G

<B;9M8H

?

@:

G

H8B@

G

=<9:L8K<:L9>AKCB>9

G

B<

=MB<H8=9=D8BB8L<E@>@><H>9@H

J

:<CH8

?

<:9MIB@EE<HMB9:9M

*

N

+

'N Ĥ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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