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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在降低门诊抽血不合格标本率中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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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始于
.$

世纪
9$

年代初期的日本#随着时代进步#

被各个国家在经济制度*教育体系*护理质量*药物管理及医疗

管理等各领域广泛应用'

!

(

$本院平均每月门诊抽血量
,$$$$

余管#如果出现标本不合格会给患者造成经济及精神上的负

担#甚至会延误其治疗时间$为降低抽血标本不合格率#本课

题组应用品管圈活动和相关工具#通过团队合作#检查不合格

标本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0A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9

年
4

月至
.$!9

年
,

月门诊抽

血患者为研究对象$以
.$!9

年
4

月
!

日至
4

月
9

日静脉血标

本
!$$.#

管为对照组#

.$!9

年
,

月
!

日至
,

月
9

日静脉血标

本
!$$$,

管为品管圈活动试验组$纳入标准%护士严格按照

标准流程进行静脉采血)标本标识清楚无误)使用无菌真空管#

试管无破裂*无污染*无漏气#试管内有试剂)按照规定时间送

检的标本#一般不超过
.H

$剔除标准%外院送检的静脉血标

本)标本已经被稀释)严重脂血或无血清的标本)特殊人群的标

本#例如%脐血#输液侧肢体采的静脉血*使用造影剂或者增强

剂立即采集的静脉血$

A0B

!

方法
!

本次品管圈的小组由
!4

名成员组成#包括圈长
!

名#圈员
!.

名)

8

名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护士)本科
!!

名#

大专
.

名$护士长担任圈长#最高年资主管护师担任联络员#

负责每次活动记录#并联系抽血室与各个实验室之间不合格标

本的处理与沟通$圈内成员利用每周四下班后的
!H

进行抽

血相关知识技能的沟通与交流$

A0B0A

!

选定主题
!

根据门诊抽血室的工作内容#利用-头脑风

暴.法在工作中发现的护理质量问题#并依据医院的方针政策*可

实用性*圈员能力*迫切性方面#利用
9

*

4

*

!

评分#最终将提高门诊

抽血管理#降低门诊抽血不合格标本率作为本次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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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把握
!

.$!9

年
4

月
!

日至
4

月
9

日共计抽血

!$$.#

管#不合格标本
.,#

个!

.0,8N

"#其中凝血标本有
"4

个

!

4-08$N

"#溶血标本
,8

个!

.90$$N

"#抽血量不足
99

个

!

.$09.N

"#条 码 粘 贴 错 误
4#

个 !

!-0!#N

"#漏 抽
!9

个

!

90,$N

"$根据数据制作柏拉图!图
!

"#按照
#$

&

.$

法则#其

中凝血*溶血*采血量不足为标本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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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改善前柏拉图

A0B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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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定
!

根据
#$

&

.$

法则制作柏拉图计算出改善重

点值为
#$0..N

#根据
9

*

4

*

!

评分评估计算出
!4

名圈员的圈

能力进行打分#平均分为
40.

分#则圈能力为
40.

&

90$i

!$$NT,-N

$目标值
T

现况值
%

!现况值
i

改善重点
i

圈员

能力"$即目标值
T.0,8N%

!

.0,8Ni#$0..Ni,-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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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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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解析
!

本研究将对照组的
!$$.#

管静脉血标本

进行原因分析#从患者取号*登记*采血*标本流转*离心*编码*

上机*出报告整个流程考察#发现造成标本不合格的因素包括%

护士采血操作不当#护士相关知识培训不足#工作强度大#静脉

采血患者多#血标本监督检查制度不完善#患者血管条件差#采

血光线差等因素#见图
.

$

图
.

!!

不合格原因鱼骨图

A0B0G

!

对策拟定
!

制订静脉采血标准流程图及手册)制订护

理人员相关专业知识培训计划表)制订护理人员应急调配机

制)建立静脉血标本流转登记系统$

A0B0H

!

对策实施
!

!

!

"查找采血操作不当的原因#加强护士穿

刺技术培训#将采血流程以书面形式下发到每名护士手中#并

录制采血操作规范视频#要求每名护士进行系统学习)每周四

进行一次学习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进行相关知识考核!口头

形式"$严格按照采血管顺序采血%血培养管*蓝头管*黑头管*

红头管*黄头管*绿头管*紫头管*灰头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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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完毕要将试

管
!#$j

颠倒摇匀
9

"

#

次#避免和减少凝血*溶血的发生#也是

为了血液和试剂充分混匀#提高检测准确率$将抽好的血标本

矗立放在试管架上#避免斜放及倒放$将采血流程图挂在抽血

室墙上#以便患者及护士随时查看$!

.

"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的

培训#每月月底的周一进行血标本采集学习并做好记录及签

字$例如学习血液*采血管的相关知识#新的规章制度#医疗法

律法规及患者的健康教育等'

9

(

$每周四下午
!,

%

4$

进行护理

操作培训#

!8

%

$$

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理论培训#并做好记录与

签字$!

4

"针对护士工作强度大#上班时间长#患者排队人数多

等原因$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出现患者排队高峰期就分流或

调配护理住院总支援$凡是参加应急调配的护理人员给予
$09

加分$!

-

"完善血标本采集监督检查制度$要求收标本的人员

4$(*7

内将标本送到各个实验室#运送过程中避免震荡$每

个标本都实行扫描登记$接收和送检标本人员实行双向签收#

做到环环相扣#交不清不接$!

9

"积极上报穿刺失败率及失败

原因#每月进行
!

次失败率数据分析会#努力提升每
!

位护士

工作能力#降低门诊抽血不合格率$!

,

"做好工作前准备工作#

#9!.

重庆医学
.$!8

年
9

月第
-,

卷第
!9

期



减少环境影响因素$

B

!

结
!!

果

本研究以
.$!9

年
4

月至
.$!9

年
,

月门诊抽血患者为研

究对象$

.$!9

年
4

月
!

日至
4

月
9

日对照组共计抽血
!$$.#

管#不合格率为
.0,8N

$

.$!9

年
-

至
,

月为品管圈活动试验

组$

,

月
!

日至
,

月
9

日#抽血标本约
!$$$,

管#不合格标本

!4.

管#其中凝血
-9

管!

4-0$"N

"#溶血
4.

管!

.-0.-N

"#血量

不足
.8

管!

.$0-9N

"#条码错误
!#

管!

!40,4N

"#漏抽
!$

管

!

809#N

"#不合格率为
!04$N

$经品管圈活动后#标本不合格

率由活动前的
.0,8N

下降为活动后的
!04$N

#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0$9

"$

C

!

讨
!!

论

品管圈是由日本的石川馨先生开启的质量管理工具#其采

取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使每名成员都有决定权#充分调动护

理工作者积极性#发挥每名成员的潜能$经品管圈活动后#圈

员均能够对血液学基本知识*抽血相关流程*安抚抽血者情绪

方式*抽血器械使用*标本采集等方面有了全面的认识与掌握#

有效纠正了过去护理工作中的错误认识$不但使护理人员相

关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还有效减少了医患纠纷的发生$制订

采血流程规范及相关制度#能够使每名护理工作者以书面及视

频的形式认识到自身操作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

,'8

(

)每周进行

学习交流#每月进行的失败数据分析会及相关专业知识学习#

可以锻炼护理工作者组织能力及语言沟通能力$本活动对提

出创新性建议的护士进行嘉奖#为下一次品管圈活动制订短期

目标#细化到每名成员#使其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并积极落实到

工作中#优化其操作技术#减少标本凝血*溶血及抽血量不足发

生率#进而降低门诊抽血不合格率'

#'"

(

$

综上所述#选用品管圈活动和相关质量管理工具对门诊抽

血不合格环节进行科学改进#可调动护士积极性#显著降低门

诊抽血不合格标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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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评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不同研究水平的科研机构及其

成员获得公平对待'

"

(

#公平既是评价的目的也是基础$要加强

分类评价的内涵研究#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明确定义)要加强

分类评价标准的制订#科学构建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中

不断发展*完善#以实现分类评价公平公正的目的$

C0B

!

推行分类分层分级评价新模式
!

分类评价是依据评价对

象属性*特征*规律的不同而划分成不同层次*类别#基于客体

层次及类别的特点建立针对性较强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及方

法等进而实施的评价活动$因此#分类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的分

类*画圈#还必须分层次*分级别$从引导和保障科技创新的视

角而言#分类就是要探究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搞清楚科学研

究是什么并以此划分类别)分层就是要把握科学研究的根本目

的*兼顾辐射带动的方方面面并以此建立立体的评价体系)分

级就是要着眼科学研究活动的全部要素#遵循科技资源的配置

规律并以此划分级别$

C0C

!

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
!

评价需要确定评价执行的主体和

评价目的#即谁根据某种或某些标准#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作出

评论和判断#以及评价目的是什么$不同的主体或相同主体不

同目的对同一客体观察的角度不同#那么观察的结果也各不相

同$分类评价是不同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对相同客体实施的

评价活动$目前我国第三方评价机构和组织还不健全#配套政

策和制度建设还存在一定漏洞'

!$

(

#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提

升第三方评价结果的公信力$

C0D

!

建立监管和约束机制
!

科研绩效评价不仅要坚持分类评

价#更要推行开放评价$要从体制机制改革上入手#着眼长远#

在建立完善分类评价机制的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

确保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公平*公开*公正$以我国目前开展

的众多大学排行榜为例#之所以有些排名引发质疑和争议#与

民间或高校评价机构不能完全脱离排名利益关系#存在寻租的

空间#也与制度漏洞有一定关系#需要国家政府出台相关监管

和约束法律法规#使我国第三方分类评价制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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