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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inspec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ing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current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is the urgent dema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o sol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s. The existence of the inspection 
department	of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is	a	big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order	 to	make	patients	obtain	an	accurate	and	
powerful test results and become a credible clinical diagnosis basis, the management of medical tests in primary hospitals must be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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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乡镇卫生院检验科管理现状及其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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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当前乡镇卫生院的检验技术和优化服务质量，是社会发展的急切需求，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成分。乡镇卫生院检验
科存在的各种现状，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为了让病人获得一个准确有力的检验结果，成为可信的临床诊断依据，必须
对基层医院的医学检验进行优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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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大力推进，建立基

层基本医疗保障，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优化医疗卫

生服务质量成为了改革的重心，而如何提高基层医院临床诊

断检验技术及其服务质量的问题，已经被推上了农村医疗改

革的前沿。现将基层医院，即乡镇卫生院，检验科如何进行

优化管理来提高服务质量浅作论述。

2 现状分析

2.1 管理模式陈旧
如今，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模式停滞不

前。别的不论，单就临床医学检验来说，其管理体系、检验

技术和设备及标本检验程序等方面仍还处于 80 年代的国家

二级医院模式。管理体系不健全、技术和设备得不到优化、

服务设施简陋、标本检验流程烦琐、工作人员得不到实质性

专业技术培训等等，整个医院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和发展愿

景。这些实际存在的重要问题有待解决。

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的检验科都设一位检验员，即科室

主任与科员为一人。并且多数还兼任其他医疗辅助科室，如

B 超、心电图、放射等的其中之一。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缺

乏专业技术人员；二是业务量少，资金短缺，从而使科研能

力得不到提高。

在乡镇卫生院的管理模式里，最大的弊病就是信息技

术应用得不到实施。检验科老旧的检验流程模式，使患者就

诊烦琐，查验化验结果要一次次到窗口询问。等待化验结果

的时间一长，便有情绪上的变化，使得医患之间产生不必要

的矛盾与纠纷。这种现象，在三级医院是不存在的，一是因

为检验流程简便；二是应用信息技术建立了健康管理平台。

2.2 发展的局限性
由于基层医院建设规模的局限性，所以检验科设置不

合理、设备落后造成了检验流程烦琐、标本检验效率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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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不稳定的现状。

2.2.1 实验室区域划分的局限性
受房屋结构的局限，检验科的整体布局不合理。实验

室内的清洁区、污染半污染区、通道等区域相隔太近，操作

区和生活区无法分清；无法保障通风质量和潜在传染因素泄

漏；实验室未设置门禁和自动关门系统；未限制患者、家属

和医护人员的进出；未设置检验结果查询区等，这些都是现

今基层医院检验科实际存在的现状。

2.2.2 对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感染预防措施疲于应付
对检验工作人员的防护镜、防护服和消毒设置配备不

足；未设置废弃样本的消毒设备和区域；对样本废液的流向

处理不合理；工作人员只能在局限的实验室内饮水、饮食等，

成为感染预防的一大难题。虽然有的医院制定并规划了处理

流程，但仍然存在不完善因素。

2.2.3 未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对检验科安全管理的设立不明确，

管理制度和责任尚未真正落实到人。由于只设一位检验科工

作人员，所以其职责不明确，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及督导检

查工作执行不到位。医院不重视检验技术人员的知识技能培

训，导致工作人员对操作中的危害性认识度和安全知识储备

量不足，影响了检验操作中的规范性。另外，多数乡镇卫生

院只设置了存储检验试剂的冰箱，却没有设置生物安全柜，

使得安全防护功能不达标。

2.3 医院对检验科投资较少
我们这里几乎所有乡镇卫生院都忽视了辅助科室的发

展建设，从而导致检验科设备落后，半自动与全自动仪器混

合使用，而且仪器噪音大，稳定性差，从而导致检查结果不

准确；检验科工作人员的个人安全防护配备更是少之又少。

2.4 社会层面的状况
一直以来，老百姓对乡镇卫生院的思想认识太过片面。

很多老百姓都认为：“乡镇卫生院只会打针、输液、拿个药

什么的。”甚至对乡镇卫生院感冒能查血常规，平时能查血

脂、血糖都抱怀疑态度。所以，老百姓得了病都去县人民医

院治疗，重病要去省级医院或国家三甲医院治疗。这些诚然

是针对了基层医院的整个医疗体系，但是更反映了基层医院

检验科的状况。

上述现状表明，乡镇卫生院必须进行大力改革，优化

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是改革的重心。检验科作为医疗诊断的辅

助科室应该推向改革的最前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

管理。

3 优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3.1 优化管理制度
首先，医院管理者应该给检验科制定详细具体的管理

制度和细致的检验操作流程，优化细则，制度上墙，体现制

度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其次，医院专门设置感染管理科室，

责任到人，管理形式量化、细则化，真正起到对检验科监督

检查细致全面。

检验科内应该结合自身和医院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

一套完善、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例如，值班

制度、实际操作制度、化验单发送制度、感染预防制度与措

施、化验室消杀制度与流程、样本废液处理制度与流程等等。

各种制度要细致具体，责任到人。这样，在完善的制度管理

下，检验员用规则指导自己的工作，提高工作质量水平 [1]。

3.2 优化检验流程
首先，要进行检验流程的知识管理，对医院检验科检

验窗口服务人员进行定期亲情化服务，检验科设置检验流程

辅助便民设施，建立功能完善的实验室信息系统，建立检验

样本采集的指导知识库，开发并应用电子病历系统，选择关

键流程环节再造的原则，还可以建立门诊检验预约中心，改

变病人的到达方式和到达时间，能够从宏观上管理医院的资

源使用状况，设置检验报告单打印处建立液晶屏幕滚动字幕

系统，合理布局医院检验科、归口服务，运用信息系统简化

检验流程。建立一个独立的信息管理系统，医患之间、科室

之间做到无缝衔接。比如，检验报告直接发送到临床诊断医

生和患者的手中，患者在公众号里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各种检

查结果，需要打印纸质版，可以自行到自助机上进行打印。

这样简化了流程，避免烦琐与矛盾的发生 [2]。

3.3 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业务素质
新世纪的检验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必须确立“大卫生、

大服务” 的指导思想，着眼建立“立体化、全方位”的检

验工作体系，坚持方向性、整体性、开放性、素质性和渗透

性的原则，强化思想政治、科技意识、管理意识的“生命线”

作用。形成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特殊的专长，“精业务、

懂管理、爱科研”的整体复合的优良检验人才素质结构。 

①选派事业心强，认真负责，年青有为的骨干进修学习，掌

握现代医学检验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提高专业素质和

管理水平，培养学科的带头人。②分期分批参加各种学习班，

掌握国内外医学检验的新进展，并接受理论和技术培训，使

检验专业垒员的业务能力都到进一步的提高；③请有关专家

教授到医院传经送宝。指导检验人员应用先进的自动化仪

器和特殊检测技术操作；④外出进修学习的检验人员掌握扎

实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之后，在实践中进行传、帮、带，

使科室人员的业务水平都得到相应的提高；⑤订阅有关专业

期刊。针对科内存的技术难题，定期组织专业学习讨论，以

提高检验报告的准确率和稳定性。⑥培养出 1~2 名懂检验、

懂临床的高素质检验人员，架起检验与临床的桥梁，开展更

多的检验项目。⑦充分利用卫生行政部门支援农村。通过上

述措施可以提高基层医院检验科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培养

和造就基层医院检验专业技术人才。

3.4 加强设施与环境管理
①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实验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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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的检测需求，设置相应的检测环境并加以控制，各室

配备温湿度表。②实验室各种辅助设施和环境条件应能满

足测试需要及仪器设备使用维护对环境的要求。对于有特

殊环境要求的工作区域，其设施的配备是满足规定的要求，

必要时应经过验证。③检测过程中使用的消耗性材料和物质

的贮存对环境条件有要求时，应有措施保证予以满足，避免

材料和物资的损坏或变质。④实验室的供配电、用电由医院

职能科室统一调配、统一管理，各部门应按规定保证用电安

全。⑤为保证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各部门应配备足够的适

用的办公通信及其他服务性设施，并按有关规定加强管理。 

⑥工作场所应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并放置在醒目易取的地

点。⑦各实验室要搞好内务管理，使实验室保持清洁、整齐、

安全的良好受控状态，不得在实验室内进行与检测无关的活

动，存入与检测无关的物品。⑧无关人员未经允许不得随意

进入实验室，尤其是有特殊环境要求的工作区域，应有警示

并严格限制人员的进出，以免影响环境的稳定性和检测工作

的安全 [3]。

3.5 加强检验科室与临床科室的联系
检验科室与临床诊疗科室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检验科室的工作质量。例如，加强两者之间

的交流，可以逐步培养检验人员的临床意识，在检验的过程

中，就会注意检验工作与临床医疗工作的结合，从而保证检

验结果具有更大的实用性。除此之外，检验科还可以及时收

到临床科即将开展的检验项目的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

出改进，提高工作水平 [4]。

3.6 加强质量管理是提高检验质量的关键和核心
①检验标本的留取：检验标本的留取方法和送检过程

中保存的时间长短对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难以”解释的检验误差多与留检标

本方法和保存过程不符合要求有关，本院对每样标本的留取

和送检过程中保存都有严格的要求，加强查对工作，并向患

者交代留取标本的意义、注意事项，取得他们的配合，以最

大限度地保证标本符合实验要求。②实验室的科学、规范化

管理：实验室内开展的所有项目必须符合相关要求，每个项

目有一个基本的检验方法，有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并有质量

评价体系，如灵敏度、特异度、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

参考范围等，测定结果有原始记录。③加强质量控制，做好

室内及室间质控：严格按照规定在实验室内对质控品、质控

品检验过程及质控数据进行处理，做好室内质控（IQC），

保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对于超过质控范围的数据，认真查

找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5]。

总之，随着中国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基层的检验科

室改革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高度重视，对检验医学的需求也变

得越来越高，检验医学不只是单纯地面对病人群体，也逐渐

增加了体检、保健等多项服务国民的工作。基于此，对基层

检验科室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设置了诸多的挑战，基层检验

科作为医疗事业的基础科室，应结合现状，把握发展方向，

从根本上探索适合发展的方向，尽快实现规范化、标准化、

智能化、网络化、自动化的发展，为中国医疗事业发展提供

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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