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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医学教育改革教材：临床实验室管理学（供医学检验
专业用）》由国内既有丰富临床实验室管理经验、又具有长期教学经验的专家编写。
全书共18章，分为质量管理和非质量管理，第2～13章为质量管理部分，其中又分实验过程与方法的质
量管理和管理体系的质量管理；第14～18章为除质量管理以外的临床实验室管理部分，涉及安全管理
、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等内容。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医学教育改革教材：临床实验室管理学（供医学检验
专业用）》对课程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努力体现系统性和完整性。
本书不仅是医学检验专业的教科书，还可作为广大临床实验室主任开展管理工作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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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照明设备安装的位置照明设备应安装成与工作台面垂直或成对角线，既统一
布局又可消除物体遮挡产生的阴影。
在工作台面上方无柜子的情况下，照明设备可安装在与工作台面平行或活动侧的正上方。
灯具安装有多种方式，包括隐形、半隐形、悬挂式、壁式、台式和过道式等，安装的方式不同产生的
光线分布也不同。
固定照明器与重点照明、点照明、强光照明和专用照明相结合能使普通的工作室更舒适和更具美感，
同时也可获得视觉享受。
 （3）照明设备的种类 1）白炽灯白炽灯价格低廉，彩色再现性优良，并可调节照明度。
缺点是产生热量过多以及每瓦产生的光通量较低。
 2）荧光灯荧光灯具有较高的每瓦光通量，使用寿命较长，彩色的再现性范围较广泛。
一般来说，荧光灯的价格高于白炽灯，但耗电量却低于白炽灯。
荧光灯的形状多种多样，包括直线形、U形、圆形等。
由于U形灯安装较困难且不易维修，因此实验室中一般很少应用。
荧光灯具有不同的颜色温度，是室内工作环境中理想的照明设备。
颜色温度利用K值衡量：等于或高于4000 K时，颜色温度为冷色调（蓝色）；等于或低于3100 K时，则
表现为暖色调（橘红）。
 3）高强度放电灯高强度放电灯包括汞灯、卤素灯和高压钠灯。
与白炽灯相比，具有使用寿命长和每瓦光通量高的特点。
因此，如果作为应急照明系统的一部分，应与白炽灯、荧光灯一起使用，以便相互取长补短。
两种照明器的物理性能基本相同，但在照明质量和照明性能方面却差别甚大。
 4）特殊照明设备常在分离微生物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区域安装紫外灯，可有效地保护工作人员和避免
标本污染。
安装在抛光天花板上的固定紫外灯，距离地面不应超过2.1 m，紫外灯的数量应根据实验室空间大小决
定。
使用紫外照明设备时，必须确信物体表面（如墙体表面的涂料、工作台面等）能经受紫外光的漂白作
用。
 实验室特殊区域可选用各种不同的辅助照明设备，如漫射器、棱镜、曲面反光镜、防尘罩和防水罩等
。
应根据特殊区域所需光线的质量和均匀性选用辅助照明设备。
 （4）照明设备的开关控制照明设备的开关应安装在每个工作室的出／入口处。
荧光灯应安装双开关，每个开关控制其中一组灯管的照明，这样，可选择性地打开开关以便为实验室
提供适宜的照明度。
控制光线强弱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工作室中同时安装白炽灯和荧光灯。
当工作室无人时，可关闭荧光灯，同时使用一个廉价的可调节亮度的转换开关，以节约能源。
 5.弱电 弱电一般是指直流电路，主要有音频及视频线路、网络线路，电话线路等，直流电压一般在32
V以内。
实验室的弱电系统是医院智能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远程医疗系统、医疗示教系统、屏幕
显示系统、通信与网络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信息管理系统、IC卡系统等。
实验室弱电系统的设计是反映实验室智能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
弱电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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