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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早八点静脉输液的审核

分科速度，确保患者准时用药，安全输液。方法：以自愿方式参加组成小组，按照品管圈的十大步骤、

七大手法和 PDCA 循环进行活动。结果：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早八点输液审核分科速度从每小时每人 794.3

瓶提升到每小时每人 1028.4 瓶，进步率提高 29.5%。结论：通过品管圈活动提高了参与者的责任心、团

队精神、沟通能力、荣誉感、解决问题能力、品管手法，提高了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审核分科速度，更

好服务于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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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audit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ravenous solutions at 8 am in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 (PIVAS) to ensure timely and safe infusion through carrying out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Methods: The groups were set up on a voluntary basis and the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en steps, seven techniques and the PDCA cycle of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Results: The speed of 
the audit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ravenous solutions at 8 am in PIVAS was increased from 794.3 bottles/person/
hour to 1028.4 bottles/person/hour, increased by 29.5%. Conclusion: Participa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eam 
spirit, communication skills, sense of honor,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quality control techniques were improved 
through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The speed of the audit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ravenous solutions in 
PIVAS was also improved and better services were provided for the wards.
Keywords:  quality control circle;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 PDCA cycle; speed of the audit an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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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提高审核分科速度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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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系指工

作性质相似者以5~12人组成一圈，选定质量改进

的主题，以PDCA循环为管理基础，利用圈员自我

启发、头脑风暴、团队合作、统计数据分析及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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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进行持续性的改进活动[1]，是一种持续性地

改善质量管理的组织形式[2]。品管圈活动是由日

本石川馨博士在质量管理大师戴明、裘兰等品管

思想的基础上于1962年首创。20世纪90年代品管

圈活动引入到医院管理领域，逐渐在国内医院发

展和成长，形成一系列医院管理理念，对医院组

织文化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3]。自2001年

我国将品管圈引进医疗卫生行业以来，品管圈活

动在医疗护理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日渐增多，逐渐

走向成熟[4]。比如品管圈在静脉用药集中调配室

夜班工作效率中的应用[5]，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

的应用研究[6]，品管圈在降低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药物破损率的应用分析[7]。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静

脉药物配置中心于2016年1月以提高审核分科速度

为主题成立了品管圈。

1   资料与方法
我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在2016年1月成立了

提高审核分科速度品管圈，一名辅导员，一名圈

长，一名秘书以及6名圈员组成，共9人。年龄在

25~44岁，平均年龄29岁，其中主管药师1名，

药师5名，药士3名；8名本科，1名专科。通过

召开会议选定了圈名RAR圈和圈徽。圈名意义是

要求和期望我们在审核分科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分

科，保证速度的同时要求所分药品精准和正确，

从而使配置的药品及时送到病区并且保证患者的

用药安全。圈徽RAR3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迅速

（rapid）、精准（accuracy）、正确（right），

也是圈名的缩写，胶囊代表药学部，注射器代表

综合配液中心，PIVAS—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缩

写，整体主色调用蓝白色相间则象征了所配置药

品的洁净无菌。整体圈徽代表综合配液中心是药

学部带领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紧密围绕在

药学部身边组成一个大家庭。

根据QCC活动步骤选定主题、拟定活动计划、

现状把握、目标设定、解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

与检讨、效果确认、标准化、检讨与改进和七大手

法检查表、层别法、柏拉图、因果图、散布图、直

方图、控制图进行活动。

1.1   主题选定  

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根据静脉用药调配中

心的工作流程提出了4个主题，分别是提高疗区满

意度、提高调配准确率、提高审核分科速度和提高

盘点准确率。本次讨论8人参加，通过评价法对4个

主题进行评价，分别根据上级政策、可行性、迫切

性及圈能力进行评分，最高分为5分，普通为3分，

最低为1分。总分最高者则是所要改善的重点，最

终选定主题为提高审核分科速度。

1.2   拟定活动计划书  

根据PDCA[P（Plan）表示计划；D（Do）表

示执行；C（Check）表示检查；A（Action）表示

处理]循环为理论基础，按照QCC的十大步骤的时

间顺序所占百分比，3-4-2-1（Plan占30%，DO占

40%，Check占20%，Action占10%）的顺序拟定计

划书并且确定各部分的负责人[8]。预计在2016年8

月结圈。

1.3   现状把握  

1.3.1   有形成果现状把握

根据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工作流程图，选择

审核分科部分，对PIVAS 2016年1月早八点审核分

科瓶数进行统计，汇总出影响审核分科速度的原

因，做出时间检查表，见表1，根据检查表绘制改

善前柏拉图，改善重点为80.00%，见图1。根据公

式，审核分科速度（瓶/h）= 配置总数量（瓶）/[人

数（人）×时间（h）]=8340（瓶）/ [7（人）×1.5 （h）]=

794.3瓶/人×h。

1.3.2   无形成果现状把握

通过圈员对自身的责任心、团队精神、沟通

能力、荣誉感、解决问题能力和品管手法6方面进

行评分，绘制成表，根据表格绘制雷达图。

1.4   目标设定 

根据统计数据情况制作检查表，目的在于更

能清楚了解每个环节的耗时情况；根据检查表制

作柏拉图。根据80/20法则确定改善重点原因。本

次改善重点为缺药现象、病区多且复杂、分科空

间不足3个方面，根据公式，目标值=现况值-改善

值 =现况值-（现况值×改善重点×圈能力）= 0.65 

-（0.65×80.00%×60%）=0.338 h；即提高后的

审核分科速度=8340/[（1.5-0.338）×7]=1025瓶/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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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改善前审核分科速度时间检查汇总表

原因 时间 /h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缺药现象 0.22 33.80 33.80

疗区多且复杂 0.17 26.20 60.00

分科空间不足 0.13 20.00 80.00

接疗区电话 0.05 7.70 87.70

人员不足 0.04 6.20 93.90

个人原因 0.03 4.60 98.50

其他 0.01 1.50 100.00

图 1   改善前审核分科速度时间柏拉图

1.5   解析  

在会议中，大家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对各种

原因进行讨论分析，并且绘制成鱼骨图，见图2、

图3、图4。通过鱼骨图更能清晰明了，改善重点原

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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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缺药现象鱼骨图

图 3   疗区多且名称复杂鱼骨图

图 4   分科空间鱼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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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策拟定与实施 

针对影响综合配液中心审核分科速度主要原因

拟定相应对策，依据可行性、经济性、圈能力进行

对策选定。评分方式：优5分，可3分，差1分，共8

人参加评分，总分120分。根据“80/20”法则，96

分以上为实施对策，选定实施对策，见表2。

表 2   拟定对策表

主要原因 改善措施

缺药 1）排药时两人一组，一人排药，另一人复核，保证排药的准确性。

2）对审核分科人员进行排班，每天有一人负责去取整个长期医嘱所缺药品，每个工作仓配备一个对

讲机，以便进行沟通，及时补充缺少的药品。

3）统计全天备药种类和数量，进而统计每个操作台第三批备药品种和数量，根据波动调整预摆药数量。

病区多且复杂 1）与信息中心沟通，将相近的疗区名称前后加上顺序字母或数字。

2）指定分科人员的分科明细。

3）把所用药品相似的疗区归类，用不同颜色的筐盛装，框内药品摆放整齐，保证同一筐色同一时间

拿   出配置仓。

分科空间不足 1）每天早上贴完标签及时清理分科区域，保证分科区域无杂物，无液体。

2）划分每个筐色的分科区域，并且固定位置。

3）固定分科的工具，把分科工具做上明显科室标识，并且在分科前把分科工具准备好。

4）准备运输车，把分好科的药品及时送出，与服务队交接。

1.7   效果确认  

1.7.1   有形成果确认 

统计2016年6月、2016年8月的审核分科时

间，分别制作改善中、改善后的查检表，并且根

据检查表制作出改善中和改善后柏拉图。其中6

月审核分科时间较改善前减少了0.19 h，审核分

科速度是909.3瓶/人×h，8月审核分科时间较改

善前减少了0.33 h，审核分科速度是1028.4瓶/人

×h，见图5。 目标达成率=（改善后-改善前）

/（目标值-改善前）×100%=（1028.4-794.3）/

（1025 - 794.3）×100%=101.5%。进步率=（改

善后-改善前）/改善前×100%=（1028.4-794.3）

/794.3×100%=29.5%。

 图 5   改善前、中、后及目标值对比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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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无形成果

品管圈活动结束后重新对本组成员进行自身

的责任心、团队精神、沟通能力、荣誉感、解决

问题能力和品管手法这6方面再次进行评分，制作

评分表。根据表制作雷达图，见图6，进行改善

前和改善后的比较，通过雷达图可以看出，经过

这次品管圈活动，每个人自身的责任心、团队精

神、沟通能力、荣誉感、解决问题能力和品管手

法都有所提升。

1.8   标准化以及检讨改进

通过组织召开品管圈会议，大家对目前品管

圈活动的优缺点进行总结，见表3。

图 6   无形成果雷达图

表 3   检讨与改进

活动项目 优点 缺点或努力方向

主题选定 审核分科速度是保证患者药品按时到达疗区的第一

要素，选择迫切解决的问题

精益求精，多看多听，找出需要改进的

地方

活动计划拟定 具有可实施性，有序的进行 全力以赴把对策实施到现实工作中去，

让大家熟知

现状把握 实时记录，把握准确的时间和总审核分科量 工作量浮动大，增加样本数据

目标设定 与本部门工作目标一致 尽量增强圈员能力

解析 尽量考虑到各个流程的工作细节，分析原因 进一步加强对品管工具的使用

对策拟定 集思广益，头脑风暴想对策 对策多，进一步精细化分析

对策实施与检讨 加强自我管理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更新对策

效果确认 多种方法展示圈成果 继续努力，再获佳绩

标准化 制定的制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不断完善工作流程

圈会运作情形 提高圈员各项能力 调动圈员积极性

遗留问题                                                                                                   维持当前调配速度，寻找方法，不断提    

                                               高调配速度



中国药事  2018 年 5 月  第 32 卷  第 5 期 657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FFAIRSzhgysh

2   讨论
品管圈作为一个质量管理工具，已被各级管

理人员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工作中，其应

用效果也越来越被认可[9-10]。品管圈活动要求医护

工作人员从自身出发，查找护理缺陷并规范护理工

作，成功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构建和谐医患、护患

关系[11]。品管圈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

学习熟练掌握品管圈各种工具的使用，增加了圈员

对活动的理解，每个人都对自身重新定位[12]。制定

了《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审核分科制度》，促使静脉

用药调配中心审核分科井井有条，节省时间，更好

服务于疗区。对个人而言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

体现了个人价值，对团队而言增强团队凝聚力，提

高综合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整体工作效率；通过品质

管理，审核分科速度从每小时每人794瓶上升为每

小时每人1028瓶，减少了审核分科时间，使病人能

够按时用药，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在科室里营造

了一个充满自信，充满愉快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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