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5$.'50&

&

-

'

d<#;=6

#

CB;;#,

D

Z

#

hB+=

:

Z

#

=;89&68,!"L#M=!?",.

;A"99=!;A#898,!?"+;.=@@=?;#K=,=++8,89

:

+#+"@+#9K=A.!",8.

;#,

D

8,;#L#?A">#89!A=++#,

D

+@"AK=,"B+9=

D

B9?=A+

$

bOY.

C4[;A#89

%&

W

'

&\AWQBA

D

#

1%$%

#

(-

$

'

%!

05(.0)%&

&

/

'

C8A;=AXW

#

7#,

D

9=

:

.Z=99=

:

Z

#

d8AA#,=A64&Q#9K=A;A=8;.

L=,;+8,!+#9K=A.#L

G

A=

D

,8;=!!A=++#,

D

+@"A;<=<=89#,

D

"@

9=

D

J"B,!+8,!B9?=A+

!

8+

:

+;=L8;#?A=K#=J8,!L=;8.8.

,89

:

+#+

&

W

'

&W4L4?8!2=AL8;"9

#

1%$%

#

)'

$

0

%!

))/.)-(&

&

(

'

d""!J8A!X&Q#9K=A!A=++#,

D

#,J"B,!<=89#,

D

!

J<8;#+

;<==K#!=,?=

0 &

W

'

&RA#L8A

:

N,;=,;#",

#

1%%5

#

$'

$

0

%!

$5'.

$)%&

&

$%

'

V8A!,=AQ3

#

eA8,;M64

#

\=A

DE

B#+;Q

#

=;89&4

G

A"+

G

=?;#K=

+;B!

:

"@;<=

G

A=++BA=B9?=A+?89=@"A<=89#,

D

$

ROQH

%&

W

'

&

WV=A",;"94\#"9Q?#X=!Q?#

#

1%%5

#

)%

$

$

%!

('.(-&

$收稿日期!

1%$5.%(.11

!

修回日期!

1%$5.$$.$%

%

作者简介$贺世春$

$(/%T

%#副主任护师#本科#主要从事护理质量管理工作)

!

#

!

通讯作者#

3.L8#9

!

?<=,

D

%--$$

"

$)'&?"L

)

!临床护理!

!!

!"#

!

$%&'()(

"

*

&#++,&$)-$./'0/&1%$)&%-&%5%

精益品管圈在提高护士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中的效果评价

贺世春!严
!

莉!肖仁梅!陈永琴#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

0%0%%%

$

!!

"中图分类号#

!

60-

"文献标识码#

!

C

"文章编号#

!

$)-$./'0/

"

1%$)

$

%-.$%%$.%'

!!

生命体征是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总称)生命体征受大

脑皮质控制#是机体内在活动的一种客观反映#是衡量机体身

心状况的可靠指标)护理人员通过认真仔细地观察生命体征#

可以获得患者生理状态的基本资料#了解机体重要脏器的功能

活动情况#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为预防*诊断*治疗及

护理提供依据)因此#正确测量患者生命体征#准确获得患者

生命体征数据是临床护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

'

)为了提

高护士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本院运用品管圈方法进行改进#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总计
-$

个临床护理单元#在职护士有

$)1/

名#男
/-

名#女
$50$

名)学历!本科
55'

名#专科
(51

名#中专
$1'

名(职称!主任护师
5

名#副主任护师
/%

名#主管

护师
1-(

名#护师
055

名#护士
/%(

名(其中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的有
$100

名)

?&@

!

方法

?&@&?

!

成立精益品管圈
!

本院于
1%$0

年
$

月成立精益品管

圈#圈员
$%

名#主任护师
$

名#副主任护师
$

名#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主治医师
$

名#由质控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担

任圈长#全面负责圈内活动#并组织实施#其他成员按品圈活动

步骤进行分工#实施全程品管圈知识培训及品管圈活动全员参

与)

1%$0

年
$

月开始实施活动#每月
$

!

1

次#活动形式以集

中培训讨论
.

临床现场查检
.

分散临床实施
.

临床现场查检
.

集中

培训讨论的形式进行)精益品管圈圈名寓意以精益思想改进

管理工作#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损耗*提高员工满意度#精益思

想的核心就是$消除浪费%以越来越少的投入111更少的人力*

更少的设备*更短的时间*更小的空间来做更多的事情#满足顾

客的要求)

?&@&@

!

选定主题
!

采用品管圈的头脑风暴法提出多个可实施

的主题#本次活动根据上级政策*重要性*可行性*迫切性*圈能

力及临床护士意见#以圈员投票计分的方式#最终确定-提高护

士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为活动主题)活动时间为
1%$0

年
$

!

-

月)

?&@&A

!

现状把握
!

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国际医院管理标准,

$

WCN

%第
5

版及本科+基础护理学,第
0

版教材#结合本院护理

部规定生命体征检测标准#并设计查检表)现状把握阶段利用

查检表在本院
-

个护理单元$血液*消化*内分泌*心内*普外

一*普胸*泌尿%进行查检#收集
1

月
1%

!

1)

日的查检数据#数

据由当班护士填写)此次查检数据表明#发生缺陷次数为每天

每科
/5&)

次#呼吸未数或未数足
'%+

*脉搏未数或未数足
'%

+

*衣袖不易上卷*体温计未夹紧*体温计时间不够*测血压听诊

不易判断*听诊器问题*血压计问题*录入错误等是生命体征测

量不准确的原因(根据
/%

"

1%

法则#将呼吸未数或未数足
'%+

*

脉搏未数或未数足
'%+

*衣袖不易上卷*体温计未夹紧这
0

个

主要原因定为本次活动的改善重点)见图
$

)

图
$

!!

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改善前帕累托图

?&@&B

!

目标设定
!

本次活动圈能力为
--&5P

)测量生命体

征发生缺陷次数目标值
U

现状值
T

改善值
U

现状值
T

$现状

值
`

改善重点
`

圈能力%

U/5&)T

$

/5&)̀ /'&(P -̀-&5P

%

U

1(&(

次"天/科#改善幅度
U

$现状值
T

目标值%"现状值
U

$

/5&)T1(&(

%"

/5&)U)5&%-P

)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目标设

定见图
1

)

图
1

!!

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目标设定图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5

卷第
-

期



?&@&C

!

解析
!

为了达到设定的目标#根据现状把握中找到的

改善重点#一一对应分析#分别展开解析)根据头脑风暴法#圈

员讨论找出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再根据-人员*材料*工具*方

法*环境.进行讨论并绘制特要因图$鱼骨图%#通过科学的分

析#找出-呼吸未数或未数足
'%+

*脉搏未数或未数足
'%+

*衣

袖不易上卷*体温计未夹.

0

个要因)在要因基础上#制定查检

表#于
'

月
1$

!

1)

日到
-

个临床科室进行真因查检#收集数据

统计#利用柏拉图检验分析#按
/%

"

1%

法则追寻产生问题的真

正原因#查检结果分别见图
'

!

)

)

图
'

!!

呼吸未数或未数足
'%+

帕累托图

图
0

!!

脉搏未数或未数足
'%+

帕累托图

图
5

!!

衣袖不易上卷帕累托图

图
)

!!

体温计未夹紧帕累托图

?&@&D

!

对策拟定与实施
!

精益品管圈全体圈员通过头脑风

暴#根据要因及真因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决策略#再依可行性*

经济性*效益性评价指标和
$

*

'

*

5

分等级标准打分#然后列表

统计评分#圈员
$%

名#总分
$5%

分#根据得分高低进行排序#按

-

/%

"

1%

法则.选出
0

项对策#根据时间安排分别为!$

$

%使用生

命体征测量仪)$

1

%护士长每天检查呼吸测量情况)$

'

%职能

部门检查呼吸测量情况)$

0

%住院患者穿病员服或指导患者穿

袖口宽松的衣服)以上对策均按
R2C4

循环开展活动)

?&@&D&?

!

使用生命体征测量仪
!

针对工作量大*护士无法正

规数脉搏*患者体温计不易夹紧#使用生命体征测量仪测量脉

搏*体温*血压#具体实施由专业护士遵医嘱#正确使用生命体

征测量仪为患者测量脉搏*体温*血压#并掌握生命体征测量仪

使用的要求及注意事项#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同时也保证了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D&@

!

护士长每天检查呼吸测量情况
!

针对护士认为患者

无呼吸不畅的症状可不数呼吸#具体由护士长对护士进行跟班

检查#以督促护士按规范测量患者呼吸#质控部不定时对护士

长进行督查#以督促护士长切实落实对护士呼吸测量情况的

督查)

?&@&D&A

!

职能部门检查呼吸测量情况
!

针对护士认为患者无

呼吸不畅的症状可不数呼吸#具体由职能部门定时到临床现场

追踪护士测量患者呼吸情况#询问患者夜班护士测量患者呼吸

情况)

?&@&D&B

!

住院患者穿病员服或指导患者穿袖口宽松的衣服
!

针对测血压时袖口太紧使衣袖不能上卷到规范的位置#具体实

施由护士对新入院患者进行讲解检测血压的重要性及注意事

项等知识宣教指导#要求患者入院后穿病员服或穿袖口宽松的

衣服#以便暴露患者测量血压的部位#确保测量值的准确性)

?&@&E

!

评价方法
!

统计并比较实施精益品管圈活动前$

1%$0

年
1

月
1%

!

1)

日#在
-

个临床护理单元检查%后$

1%$0

年
)

月

(

!

$5

日#在与活动前相同的
-

个临床护理单元查检%病区测

量生命体征不准确性次数)无形成果由每位圈员对
gCC

工

具*团队精神*解决问题能力*责任心*沟通协调能力*自信心等

进行评价#每项分值
$

!

5

分#计算出平均分)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RQQ$)&%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E];

表示#采用
6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数据统计
!

精益品管圈本次主题活动改善前后发生缺陷

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改善前后发生缺陷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E];

'

组别 次数$

*

%

6 '

改善前
/5&)]5'&1 '&11/ %&%%1

改善后
1%&%]$$&%

@&@

!

目标达成率
!

从
1%$0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病区测

量生命体征准确性通过精益品管圈活动实施后#在临床科室查

检评价#统计数据显示改善前后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显著提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

$

%&%5

%)目标达成率
U

$

1%&)T

/5&)

%"$

1(&(T/5&)

%

`$%%PU$$)&-P

)进步率
U

$

/5&)T

1%&)

%"

/5&)̀ $%%PU-5&('P

#均达到预期目标)效果改善见

图
-

)

图
-

!!

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效果改善柱状图

@&A

!

圈员对本次精益
gCC

活动的评价
!

圈员在解决问题*责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5

卷第
-

期



任心*沟通协调能力*自信心*团结凝聚力*积极性*品管手法及

和谐度
/

个方面均有明显提高)见表
1

)

表
1

!!

圈员对本次精益
gCC

活动的评价&分'

评价项目
活动前

合计 平均

活动后

合计 平均

活动

成长
正"负向

解决问题能力
1' 1&( '' 0&$ $&'

(

责任心
'$ '&( '( 0&( $&%

(

沟通协调
1) '&' '5 0&0 $&$

(

自信心
1) '&' '- 0&) $&0

(

团队凝聚力
15 '&$ '/ 0&/ $&)

(

积极性
15 '&$ '/ 0&/ $&)

(

品管手法
$5 $&( '1 0&% 1&$

(

和谐度
1) '&' '/ 0&/ $&5

(

!!)

!正向(

*

!负向)

A

!

讨
!!

论

A&?

!

精益品管圈活动推进本院医疗护理质量持续改善
!

品管

圈是以
R2C4

循环法作为持续性质量改进的活动#针对临床

问题采用分析原因#拟定对策的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合理

性&

1

'

)护理服务质量高#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相反低劣

的护理服务质量会降低患者的生命质量&

'

'

)本院质控部牵头

于
1%$0

年
$

月成立精益品管圈#首先组织圈员学习精益和品

管圈知识及方法#和临床一线工作人员一起#应用精益思想及

品管圈方法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拟定相应对策*形成标准#达

到优化护理流程及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目的)

A&@

!

精益品管圈活动提升了护理品质
!

通过这次精益
gCC

活动#形成及规范了-提高护士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的标准作

业书)包括$

$

%将各级管理人员对护士测量患者生命体征的准

确性纳入标准化质量管理#以纠正护士错误认知及行为#提升

患者生命体征测量的准确性)$

1

%使用生命体征测量仪测量体

温*脉搏*血压或血氧饱和度#快速*简单*准确#测量时间短#节

省护士的时间#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及护士工作效率#可在临床

推广运用)$

'

%将所有住院病员住院期间穿合适的病员服纳入

标准化作业#充分体现了患者至上#避免患者测血压时衣服穿

太多和袖口太紧影响血压值#也避免患者测血压时脱衣服的麻

烦#保证所测血压的正确性和患者的舒适性#提高了护理质量

和护理效率)

A&A

!

精益品管圈活动提高了护士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
!

精益

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加强医院体制#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保证

促进发展和规模扩张&

0

'

)精益同样有益于消除各个孤立部门

之间的隔阂#使得医院不同科室之间能够为患者的利益而更好

地工作&

0

'

)品管圈活动强调让圈员自发地参与#使自己享受更

高的自主权*参与权*管理权&

5

'

)护理管理延伸至临床一线护

士#成为全员参与*全员监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持续

改进质量的活动&

)

'

)圈活动能有效地挖掘护理人员的管理潜

能#有利于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

-

'

)通过精

益品管圈活动#圈员学到了头脑风暴法选定主题*绘制柏拉图

把握现况*用鱼骨图分析原因等一系列品管方法#学会了应用

精益的思想发现临床工作中的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抓住主

要问题#提高了质量管理能力#护士责任感得到进一步强化(圈

员一起参与质量改进#加强了职能科室*临床科室及护患之间

的沟通*协作能力#既融洽了同事间的关系#又提升了工作的乐

趣和成就感(每一个圈员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提高了

圈员的品质意识*问题意识及改善意识#增加了员工的向心力

及成就感*提升了圈员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医

院质量持续改进是围绕患者至上为目的而开展的#让患者

满意)

A&B

!

精益品管圈活动推动本院品管圈活动全面开展
!

品管圈

的推行让护士从被动工作者转变成实施管理的主动参与者)

品管圈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护理行政管理手段推动的自上而下

的持续质量改进#也不同于单纯基于质量绩效考核牵引的质量

提升#它是立足于平时工作的小改进#是由点及面*由下而上*

由局部到整体的质量管理活动#其核心特点是-自发组织.)通

过-提高护士测量生命体征准确性.主题活动#使全院工作人员

知晓品管圈知识#认识品管圈活动能有效推进医疗质量持续改

进#从而推动品管圈活动在医院全面开展#使医院医疗护理质

量不断改善提高)

1%$0

年本院行政*医疗*医技*护理等部门#

总计申报了
5$

个品管圈#年底有
11

个品管圈活动已成果展

示#并进行评奖活动)

A&C

!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

本次品管圈活动在本院属于首次#

在开展活动中还存不足之处#如初始阶段圈员对-品管圈活动.

知识认识不够#工具应用不熟练#导致在解析阶段重新进行了

要因查找和真因验证#延长了品管圈活动时间)在今后主题活

动中#在解析阶段#必须认真做到现实*现物*现场-三现原则.

查找问题的要因或真因#这样才能促进问题改善#医疗质量持

续不断改善提高)本次主题活动#促进本院上下对品管圈知识

的学习和品管圈活动的重视#特意邀请知名专家到本院进行品

管圈知识和-精益医院.培训讲解#还派人员外出学习品管圈知

识#使本院护士进一步对品管圈活动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了本

院医疗护理质量管理水平)精益思想改进管理工作#从而提高

效率*降低损耗*提高员工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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