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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
1W

管理在检验科仪器设备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将
1W

管理应用到检验科仪器设

备的日常管理中!按照
ZJK,

的步骤制订计划&实施方案&效果评价&持续改进%结果
!

检验科仪器设备实施

1W

管理后!仪器设备放置规范率&正确使用率均明显高于实施前!仪器设备故障发生率低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和患者对检验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检验科的仪器设备进行
1W

管理!保证了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规范放置!降低了故障发生率!

进而提高了临床科室及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仪器设备#

!

1W

管理#

!

ZJK,

循环

中图法分类号"

/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2..

"

$&#+

$

#.!$*.+!&2

!!

医疗检验仪器设备是临床医疗服务体系中必不

可少的硬件设施#检验结果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患

者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医院的诊疗水平和信誉(

#

)

'加

强检验仪器设备的管理#是向临床提供准确+可靠检

测报告的手段之一#是保证检验质量的前提'检验仪

器设备的管理水平反映了检验科的管理水平#更是检

验水平高低+检验质量好坏的一个先决条件(

$

)

'目前

检验科仪器设备管理中存在着操作使用不规范+维护

保养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

)

'仪器设备的

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临床检验的质量#如何加强仪器

设备的管理是检验科急需解决的问题'

1W

管理模式

包括整理$

W85A5

&+整顿$

W85:46

&+清扫$

W85>4

&+清洁

$

W85G8:9B

&+素养 $

W=5:9BG8

&+节约 $

W<756

;

&+安全

$

W<@8:

F

&+服务$

W8A75>8

&和满意度$

W<:59@<>:546

&

1

个

方面(

2

)

#通过全员参与对工作环境现场现物进行控制

和管理#营造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培养良好的工作

习惯#最终提升员工品质和单位形象#在急救设备及

仪器的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

'本院检验科于

$&#"

年按照
ZJK,

的步骤对检验仪器设备进行
1W

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方法

$%$

!

计划阶段$

Z?<6

&

$%$%$

!

成立
1W

管理小组
!

由科主任+各专业组组长

和业务骨干组成的检验科
1W

管理小组#分配职责#制

订工作计划#负责具体实施'

$%$%/

!

开展
1W

管理培训
!

利用科室业务学习+晨会

学习+自主学习等方式进行
1W

管理知识的学习#围绕

检验科仪器设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组织工

作人员从人+机+料+环+法
.

个方面分析仪器设备管

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享
1W

管理在其他方面取得的

效果#鼓励工作人员提出仪器设备管理的措施#使工

作人员对
1W

管理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做到人人知

晓+全员参与#使
1W

管理理论深入人心'

$%/

!

实施阶段$

J4

&

$%/%$

!

整理$

W85A5

&

!

整理是
1W

管理的基础#是改善

仪器设备工作环境的第一步'首先#对检验科仪器设

备进行整理+清点#按照仪器使用频率分为使用频率

高+使用频率低和不再使用
*

类#保留需要使用的#清

理不再使用的'仪器设备根据功能状况分为完好+基

本完好+已损坏
*

类#保养功能完好的设备#维修基本

完好的仪器#报废无法维修的设备'其次#为不同的

仪器设备提供对应的储物柜#并统一在右上角贴上标

签#便于医务人员领取+清点+存放对应的试剂和材

料#同时遵循/左进右出0的原则存取避免试剂+材料

因过期而浪费'

$%/%/

!

整顿$

W85:546

&

!

整顿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

步骤#即将保留的仪器设备进行合理的布局和摆放#

完善仪器操作流程'仪器设备放置做到/三定0#$

#

&

定点!放在规定的地点#根据仪器设备使用的频率规

划其放置位置#将使用频率最高的仪器设备放在最方

便+最醒目+最省力的位置#一目了然%$

$

&定量!根据

标本情况规定适当的试剂数量%$

*

&定人!将仪器设备

分门别类安排到人#制定仪器设备管理责任制度#划

分责任区域#确保每台仪器设备有专人负责管理#定

期进行维护和保养'试剂+消耗品在固定区域定点+

定位整齐摆放并有明显标志#做到物有所位#物在其

位'

W]Z

文件及仪器操作流程放在作业区内操作台

上的开放式文件架中#以方便取用'禁止在仪器上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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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物品#尤其是液体类物品#以防液体进入仪器内

造成仪器短路#影响仪器的正常使用#缩短仪器的使

用寿命'通过整顿#使仪器设备放置有序+一目了然#

便于医务人员及时准确的取用'通过仪器设备的定

品+定位+定量有序放置#使工作场所整洁明了#方便

临床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

!

清扫$

W8594

&

!

清扫是仪器设备管理的必然要

求#其目的是清除仪器设备表面污渍#保持工作环境

整洁+有序#定期检查仪器设备运行状态'划分清扫

责任区及负责人#对设备的清扫着重于对设备的维护

和保养'仪器设备使用完毕#操作人员对仪器设备进

行日常维护'对仪器设备的表面和工作台面用消毒

液进行擦拭#清除污秽#保证仪器设备无灰尘+无血

迹+无浸渍'对仪器设备的线路+管道进行检查#发现

隐患及时排除'保持仪器设备工作的环境温度适宜#

防止仪器因散热效果不好而损坏'通过常规的清扫

能及早发现设备的异常#以达到人人预防保养的目

的#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检验质量'

$%/%1

!

清洁$

W85G8:9B

&

!

清洁是
1W

管理持续进行的

重要保障#其目的是认真落实并长期坚持整理+整顿

和清扫'整理+整顿+清扫是具体的行动#而清洁是将

整理+整顿+清扫活动进行到底#并且标准化+制度化'

对工作区域进行彻底清扫#不留死角#列出设备仪器

清洁计划#制订日常保养时间表#定期由质控小组成

员或科主任抽查整理+整顿+清扫三个环节的质量管

理情况'同时制订详尽的工作流程+标准操作规程#

督促每位员工按照标准操作流程操作和做好仪器养

护#延长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检验质量安全与

时效'坚持将科室的设备+物品整理+整顿+清扫规范

化+常规化#按照考核和奖惩制度来维持管理效果#使

检验科仪器设备长期保持清洁的状态'

$%/%2

!

节约$

W<78

&

!

节约是仪器设备管理的内在要

求#目的是减少浪费#控制维修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工作质量'一方面#制定仪器设备的预防性维护

制度与流程#实行/厂家
!

设备处
!

科室0三级保养#降低

仪器设备的故障率#降低维修成本'因为预防性维护

是减少设备损坏+降低维修费用的最佳途径(

'

)

'另一

方面#通过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保养和试剂的整理整

顿#降低仪器故障率+减少试剂浪费率#进行开源

节流'

$%/%)

!

安全$

W<@8

&

!

安全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保障#目

的是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安全操作'重视操作过程

中的安全问题#通过规范操作减少仪器设备耗损保证

操作人员安全#通过定期维护仪器设备提高检验质量

保证患者安全'定期培训#新仪器设备在使用前由厂

家工程师对科室人员进行培训#在掌握操作方法的基

础上了解一定的原理+注意事项+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等'新职工由科室组织培训#人人考核合格#确保仪

器设备操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定期开展生物安全

演练+消防演练+信息故障等各种应急预案演练来消

除人的不安全因素%通过对有毒化学试剂+有毒菌种

实行双人双锁专柜保管的管理#仪器设备专人负责维

护保养等措施来消除物品的不安全状态'同时#

1W

管

理规范了医务人员的操作行为#减少了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和职业伤害的危险'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及时发现各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

未然'

$%/%.

!

服务$

W8A75>8

&

!

树立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

为'检验科的工作首先是为临床服务#最终是为患者

服务'不断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树立良好的服务形

象#力求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检验

服务'

$%/%3

!

满意$

W<:59@5><:546

&

!

满意度是衡量日常工作

是否达标的重要内容'满意就是通过自身对临床服

务工作的有效支持#使临床科室对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和及时性达到满意的状态'

$%/%(

!

素养$

W5:9BG8

&

!

素养是
1W

管理的核心和精

髓#目的是养成自觉自律的习惯+培养慎独精神#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操作流程工作'

1W

管理效果的长期维

持依赖于工作人员素养的提高'通过对仪器设备的

常规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使科室每位人员自觉按

规章制度+操作流程工作#逐渐养成自觉维护+及时整

理+定期保养仪器设备的好习惯#从而提高仪器设备

的管理水平+提升员工的个人素养#自觉按照规则

工作'

$%'

!

检查阶段$

K=8>G

&

!

采用组内自查+组间互查+

医院督查的形式对仪器设备的管理进行现场检查拍

照#综合评分#检查结果在科内进行通报+公示#反馈

到负责人和具体当事人'

$%1

!

处理阶段$

,>:546

&

!

定期召开质量改进会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整改措施#追踪

整改效果#反复以
ZJK,

循环持续改进'

$%2

!

评价指标

$%2%$

!

仪器设备管理效果评价
!

实施
1W

管理前后

分别随机抽取
#+&

例次仪器设备#从放置规范率+正

确使用率+仪器设备故障发生率
*

个方面进行检查'

$%2%/

!

满意度调查
!

满意度调查主要包括住院患者

满意度+门诊患者满意度和临床科室满意度'采用自

制的满意度调查表$

#&&

分制&随机对
#.&

例住院患

者+

#.&

例门诊患者和
$&&

名临床科室医护人员进行

问卷调查'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ZWW#1%&

统计软件进行数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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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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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1W

管理前后检验科仪器设备管理效果比较
!

1W

管理前+后的仪器设备放置规范率+仪器设备正确

使用率及仪器设备故障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1W

管理前后仪器设备管理效果比较#

a

$

时间
仪器设备

放置规范率

仪器设备

正确使用率

仪器设备

故障发生率

实施前
''%+ ++%1 *$%$

实施后
1&%" 1.%" $#%#

!

$

##%&$' .%.'' .%"+$

! &%&&# &%&#+ &%&#'

/%/

!

1W

管理前后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及患者满意度比

较
!

见表
$

'

表
$

!!

1W

管理前后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及患者

!!!

满意度比较#

GUA

'分$

时间 临床科室满意度 住院患者满意度 门诊患者满意度

实施前
+2%1#U.%"& '.%**U.%"' +#%*2U.%"*

实施后
1#%.'U.%#" +2%*1U"%#' 1&%&"U.%2+

9 X+%.*& X#&%.." X#&%+$.

!

#

&%&#

#

&%&#

#

&%&#

'

!

讨
!!

论

!!

仪器设备是检验科开展临床工作的重要工具#正

常的运行状态是良好医疗服务的重要保障'目前仪

器设备操作员的管理意识薄弱#没有责任心#只顾使

用#不重视对仪器设备的管理和维护(

*

)

'长期疏于管

理会导致仪器设备不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检验工

作难以按时完成#检验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仪

器设备的科学管理是检验质量好坏的前提#只有正确

使用及维护仪器设备#保证检验质量#才能更好地服

务于临床'临床工作中对检验仪器设备的管理始终

是一个难点#具体而实用的
1W

管理转变了仪器设备

的管理观念'

1W

是
.W

的延伸和升华#

.W

主要是培养个体人员

的自觉意识#从而促使工作环境得以优化#

1W

在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素养的基础上增加了节约+安全+服

务和满意#促使
.W

管理得到全面的升华(

+!1

)

'

1W

管理

主要从环境+人员和临床
*

大方面对仪器设备进行管

理#通过整理+整顿+清扫及清洁对仪器设备及其工作

环境进行管理%通过节约+安全+素养对仪器设备使用

者进行管理%通过服务和满意度改善对临床进行管

理(

#&

)

'

本研究中实施
1W

管理后#仪器设备的放置规范

率和正确使用率较前明显提高'仪器设备工作环境

不达标#将直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密度#并

缩短仪器使用寿命'

1W

管理通过对仪器设备及其周

围环境的日常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各类仪器分类

存放+定位放置+定量管理+定人负责+标志清晰+各种

仪器的功能状态一目了然#营造了安全+整洁的工作

环境#养成了定期维修保养的工作习惯'研究表明#

1W

管理应用于医疗设备维护管理中#可以改善工作环

境#提高设备完好率#降低维修成本(

##

)

'

1W

管理提升了人员素养#降低了仪器设备的操作

故障'本研究中仪器设备故障率较实施
1W

管理前明

显降低'使用者在仪器设备管理过程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无论仪器有多先进+多精准#如果没有高素

质的人来操作#就无法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1W

管

理改变了仪器设备使用者/只用不管0的传统观念#由

单人管理向人人管理转变#由被动管理转变为积极主

动参与管理#同时加强了操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1W

管

理充分调动了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到自己既是

使用者又是管理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科室仪器设

备的管理工作中'通过
1W

管理#建立了仪器保养维

修制度#制定了仪器设备操作的标准流程#人人以标

准为规范#自律为中心#使用者认真执行规章制度#严

格执行操作流程#定期维护保养#确保仪器性能良好#

降低了仪器设备故障发生率'研究发现#

1W

管理模式

可以促进医院科学化管理#对提高人员的素质起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

#$

)

'

本研究中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和患者满意度明显

提升'

1W

管理不仅提高了管理质量#降低了管理成

本#而且及时消除了各种安全隐患#保证了安全#而且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满意度(

#*!#2

)

'通过
1W

管理#保证

了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的功能状态#提高了工作效率#

保证了检验质量#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临

床科室满意度'

1W

管理建立了一种/全员参与+全程规范0的管理

机制#从优化环境+提高素质+改善服务和满意度方面

对检验科仪器设备进行管理#确保仪器设备的正确使

用#从而为检验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有

效地提高了检验科工作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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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具有不完全的外显率#主要表现为间歇性非

结合性高胆红素血症#无肝细胞疾病或溶血'最初由

_()\V/3

等于
#1&#

年描述'

_5?P8A:

综合征通常被

认为是短暂性非结合性高胆红素血症#不会导致慢性

肝脏炎症+组织学改变或进行性纤维化(

#

)

'尿苷二磷

酸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

N_3

&基因多态性是发生

_5?P8A:

综合征的分子遗传学基础#

N_3#,#

基因外

显子或启动子的变异可导致
N_3#,#

酶缺乏和胆红

素结合受损(

$

)

'在
_5?P8A:

综合征患者中#

N_3

活性

降至正常的
*&a

#导致血清中非结合性胆红素升高'

典型的临床表现是轻度间歇性黄疸#可有腹痛+上腹

不适+乏力等非特异性症状#组织学检查结果一般正

常#因此肝脏活检意义不大#诊断的关键是在没有溶

血的情况下出现非结合高胆红素血症#没有肝病症状

和体征#肝脏酶谱正常(

#!2

)

'禁食(

.

)或给予利福平(

"

)

+

烟酸+苯巴比妥(

'

)等药物后测量非结合胆红素用于诊

断
_5?P8A:

综合征'当存在诊断问题时可进行分子遗

传测试#检测到
N_3#,#

突变即可确诊(

+

)

'

_5?P8A:

综合征一般被认为是良性状况#不需要特

殊处理'但如果合并其他疾病#例如新生儿黄疸+单

基因溶血性疾病+胆石病+肝移植+癌症+药物代谢障

碍等#可能会加剧高胆红素血症#应该引起重视(

1!#&

)

'

本例患者既往诊断为乙型肝炎肝硬化#给予拉米

夫定抗病毒治疗'肝功能表现为胆红素异常升高#且

以
(\()

升高为主#而转氨酶+清蛋白及凝血功能均正

常'患者血常规正常#尿胆红素阴性+尿胆原正常#溶

血试验阴性#可以排除溶血所致
(\()

升高'结合发

病特点+家族史及低热量实验阳性#故诊断为乙型肝

炎肝硬化合并
_5?P8A:

综合征'文献尚未见相关报

道#遗憾的是该患者拒绝行基因检测#未能从基因层

面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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