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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品管圈管理对专科医院降低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的应用"

兰
!

花!蒋
!

娟!张晓娟!刘
!

利!孔令霜!徐灵莉#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

'%%%+%

%

!!

"摘要#

!

目的
!

应用品管圈方法!降低专科医院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增加患者用药安全&方法
!

按品管圈

理论的步骤进行计划'实施'确认和处置!分析导致胰岛素使用错误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对策!经
FMZ-

循环后进

行效果评价&结果
!

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由改善前的
!'#&*,

下降至改善后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品管圈活动明显降低了胰岛素使用错误的发生率!保证了患者胰岛素的安全使用和治疗效果!同时

也提高了全体圈员的创新意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

品管圈$

!

胰岛素使用错误$

!

发生率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品管圈$

kZZ

&是指同一单位内自动自发实施品管活动所

组成的永续性的小组#是属于机构品管活动的一环#在自我.相

互启发的原则下#运用各种品管.统计与团体技巧#以全员参与

的方式#持续不断推行管理及改善自己的工作场*

!

+

)我国现有

糖尿病患者
*"%%

多万#位居世界第
!

位#而且每年还呈上升

趋势*

"

+

)胰岛素治疗可有效控制高血糖#延缓各种慢性并发症

的发生#成为目前最有效地治疗手段*

+

+

)不规范的胰岛素使用

不仅不利于血糖的达标#还会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调查显示#某所非内分泌科近两年胰岛素给药错误占整体给药

错误的
!%,

"

!&#$,

#护士胰岛素注射技术关键点不规范率

达
!),

"

&!,

*

'

+

)患者对胰岛素笔用针头重复使用的危害性

知晓率为
!%#)',

*

(

+

#对每次注射胰岛素前需排气的知晓率仅

为
'",

*

&

+

)本院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没有专门的内分泌科#因

此为降低胰岛素使用错误所导致的相关风险#保障患者安全非

常有必要)本院于
"%!'

年
(

"

!!

月应用品管圈降低胰岛素使

用错误发生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科于
"%!'

年
(

月遵循品管圈/自愿参加#

上下结合0的原则成立
kZZ

小组*

$

+

#自行设计圈名.圈徽)圈

名为/

7:<8

圈0#取
70E:>69?1<@5=9<

;

89:B169>

的首字母#意为

如何有效地护理糖尿病患者)首期
7:<8

圈成员
*

名#平均年

龄
+%#&

岁#职称!副主任护师
!

名#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

学历!本科
)

名#专科
!

名)投票选出圈长
!

名#负责整个小组

活动的计划.组织协调和培训#内科大科护士长任辅导员#承担

品管圈活动运作过程的辅导和支持角色)

$#/

!

方法

$#/#$

!

主题选定
!

全体圈员运用头脑风暴法#对病区管理现

状进行剖析#提出需要改进的问题#依据上级政策.可行性.迫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基金项目$

"%!!.".+')

&)

#

!

通讯作者#

\.D:94

!

>

T

E9<80E2@!%"

!

!&+#>0D

)



切性.圈能力
'

个维度进行主题评价$根据优秀评为
(

分#尚可

评为
+

分.差评为
!

分的原则&#确定
7:<8

圈一期活动主题为

降低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并确定本期活动圈能力为

&%,

#计算方法为$全体圈员实际评分累积"
(g

圈员总人数&

g

!%%,

)

$#/#/

!

活动方法
!

采取自制胰岛素相关知识调查表涉及胰岛

素保存.抽吸.注射等相关知识#对护理人员及患者进行调查)

经专家评定$

"

名副主任护师#

!

名内分泌住院医师#

"

名主管

护师&#预试验#量表内容效度
%#$&

#量表的
Z50<B:>7J=

-

系数

为
%#$)

#

!

周后重测信度为
%#$+

"

%#)&

%针对存在的问题制订

目标.对策.及时反馈.纠正不规范的行为#做到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质量)

$#/#'

!

计划拟定
!

绘制甘特图#实施周期为
"%!'

年
(

"

!!

月)

(

"

$

月!成立小组.实施培训.选定主题.拟定计划.现状

调查.目标设定%

)

"

*

月!解析真因.拟定对策.实施对策并检

验%

!%

"

!!

月!效果确认.对策标准化.资料整理)每月召开圈

会
!

次)

$#/#1

!

现状调查
!

"%!'

年
&

"

$

月#小组利用自行设计的
"

张查检表及
!

张护士胰岛素相关知识调查表#对本科使用胰岛

素使用情况进行查检#共观察胰岛素使用
$&*

次#其中胰岛素

使用错误
!!+

次#平均
!&#!'

次"周#胰岛素使用错误率为

!'#&*,

)发生的原因!器材不规范
(+

次$

'&#*%,

&#操作不规

范
+'

次$

+%#%*,

&#漏注射
!+

次$

!!#(%,

&#患者自行调节剂

量
)

次 $

$#%),

&#医嘱 不 规 范
+

次 $

"#&(,

&#其 他
"

次

$

!#$$,

&)将以上数据绘制柏拉图#根据
)%

"

"%

定律*

)

+

#确定

本次活动改善重点为器材不规范.操作不规范.胰岛素漏注射)

$#/#2

!

目标设定
!

运用品管圈公式计算目标值!目标值
i

现

况值
e

$现况值
g

改善重点
g

圈能力&

i!'#&*,e

$

!'#&*,g

))#(%,g&%,

&

i&#)*,

#降幅
i

$现况值
e

目标值&"现况

值
g!%%,i(+#!%,

)根据计算结果#通过
kZZ

活动#本科室

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的目标设定为原来的
!'#&*,

降至

&#)*,

)

$#/#)

!

解析原因及要因分析
!

运用头脑风暴法#针对此次调

查现状进行分析与讨论#绘制鱼骨图#找出主要原因项#并进行

(8

的临床调查#经过分析后得出!低年资护理人员及患者胰

岛素相关知识缺乏%操作未正规化!胰岛素加入软袋液体口未

进入液体内%静脉使用胰岛素抽吸量不准确%皮下注射针头未

一用一换%胰岛素漏注射#而护理人员人力资源不足等因素并

非真正原因)

$#/#.

!

对策拟定与实施
!

全体圈员针对原因#充分运用头脑

风暴法#详细拟定对策#就圈能力.可行性.经济性*

$

+进行评价#

根据评分结果确定对策)评价方式!/优0计
(

分#/可0计
+

分#

/差0计
!

分)以
)%

"

"%

定律#

!"

分以上入选为实施对策)

$#/#P

!

对策实施

$#/#P#$

!

加强科室低年资护士及患者的培训
!

对科室低年资

护士进行科内集中培训胰岛素相关理论知识#加强晨间抽问#

统一组织理论考试#参加科室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学习班)对表

现优秀的护士#推荐进行重庆市第五期糖尿病专科护士培训学

习#学习结束后对科室工作给予指导)在患者方面#在院期间#

增加宣教材料#统一宣教内容#在走廊及病房放置宣传单以便

随时翻阅#责任护士加强胰岛素相关知识宣教#使用胰岛素患

者尽量安排在同一间病房#增加同伴交流%出院后#参加本科每

月举办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学习班#同时责任护士及时进行电话

随访#了解患者胰岛素使用情况#并给予指导)

$#/#P#/

!

加强胰岛素注射操作培训#做到操作规范化
!

规范

胰岛素注射操作流程#并组织胰岛素注射操作比赛#在糖尿病

健康教育学习班进行现场示教)针对胰岛素抽吸问题#自创胰

岛素抽吸口诀$胰岛素抽吸需准确#选择材料是关键#专用空针

来实现#单位剂量勿换算#注入药液轻晃荡#混匀作用更明显#

药液注毕签全名#切勿遗忘或重复#降糖工作重细节#力为降糖

做贡献&#贴于护士治疗室中#使护士抬头就能看见口诀#准确

添加胰岛素)根据
"%!!

版1中国糖尿病药物注射技术指南2建

议!清晨胰岛素注射腹部#中午注射手臂#下午注射大腿#晚上

注射臀部*

*

+

#自制了胰岛素注射轮换表#规范胰岛素注射部位

轮换教育流程)在工作中#责任组长和护士长加强督查#进一

步规范胰岛素的注射)

$#/#P#'

!

加强胰岛素专用空针管理
!

改善前#全院在添加胰

岛素时均使用
!DV

的空针#通过单位换算来抽吸胰岛素#造

成胰岛素抽吸不准确$如抽
(

单位胰岛素#需抽
%#!"(DV

#护

士没办法准确&)为了改善这现象#本科与后勤各部门沟通协

调#提交胰岛素专用空针申请表#申领了专用空针#该空针以胰

岛素单位为刻度#使胰岛素抽吸更准确#护士操作更方便#提高

了护士的工作效率)

$#/#P#1

!

加强胰岛素注射针头的管理
!

有研究发现#仅使用

'

次就更换针头者出现腹部异常的比例就达到了
"+#)%,

#而

使用
!'

次 更 换 针 头 者 出 现 腹 部 异 常 的 比 例 达 到 了

($#)*,

*

!%

+

)加强针头未一用一换警示教育#告知患者针头重

复使用#不仅会增加疼痛和感染#还会造成注射剂量不准确#影

响血糖达标#引起皮下脂肪增生#甚至还会出现断针现象)鼓

励患者针头一次性使用#针对经济条件差的患者#本科联系厂

家#使用胰岛素包装盒换针头#减轻患者经济压力)另外#也与

医保中心沟通#能否将针头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P#2

!

加强漏注射胰岛素的管理
!

制作温馨提示卡$您还

有治疗未完成#请回病房后与护士联系#电话&#并摸索温馨提

示卡放置的位置#将床头提示卡放于床单位正中和悬挂于输液

架上#更醒目#患者检查或外出回病房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温馨

提示卡#提醒患者及时找护士注射胰岛素#这大大加强了温馨

提示卡的作用)严格限制糖尿病患者的请假制度#保证护士能

亲自注射胰岛素)建立胰岛素注射备忘表#如本次胰岛素未注

射#当班护士向下一班护士交班并在备忘表中注明未执行原

因#下一班护士则根据原因提醒患者完成此次胰岛素注射)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运用
kZZ

前后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的比较
!

kZZ

活

动前后#本科室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由改善前的
!'#&*,

$

!!+

"

$&*

&降至改善后的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i(&#*&(

#

H

$

%#%(

&)见表
!

)

/#/

!

无形成果
!

品管圈是一种自下而上.自主和人性化的管

理方法)对此次问题的改进#是全体圈员共同努力的结果)通

过自制评分表在活动前.后对圈员综合能力进行调查#内容包

括解决问题的能力.个人素质修养.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自

信心.团队精神.工作积极性和
kZZ

手法的应用
)

项#每项每

人最高
!%

分#最低
!

分)结果显示#通过本次品管圈活动#圈

员
)

项能力均较之前有所提高#尤其是自信心与
kZZ

手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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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见图
!

)

表
!

!

kZZ

活动前后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比较%

%

&

,

'(

时间
%

器材不规范 操作不规范 漏注射 自行调节剂量 医嘱不规范 其他 合计

运用
kZZ

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用
kZZ

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

开展
kZZ

后无形成果雷达图

'

!

讨
!!

论

'#$

!

品管圈活动的作用

'#$#$

!

品管圈降低了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
!

开展品管圈活

动后#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由改善前的
!'#&*,

下降到改善

后的
+#"%,

$

H

$

%#%(

&#能明显地降低胰岛素使用错误的发生

率#避免了胰岛素使用不规范产生的相关风险#并减轻护士的

工作压力#提高患者对医护的信任感#提升医护工作的成就感#

促使医疗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

!

提升圈员的综合能力
!

品管圈活动是通过团队合作#

全体圈员通过协商拟定对策#自己实施运行#达到预期效果#

kZZ

活动为圈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超越自我#实现工作价

值的平台#激发了圈员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了团队凝聚力)由

于首次开展品管圈#圈员体验到从不懂到熟练运用品管圈圈手

法的过程#圈员掌握了查阅文献#绘制柏拉图.鱼骨图等技能#

整个过程提高了圈员自主学习意识.创新意识.科研意识等)

在本次品管圈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设备科和各临床科室

的合作和支持#让圈员们充分意识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成员

主动参与品管圈活动#调动了工作积极性#质量意识明显提高)

为科室进一步推动品管圈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为其他科室

开展品管圈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

!

存在的问题及努力方向

'#/#$

!

胰岛素针头一次性使用有待进一步解决
!

此次活动显

示#为了解决临床中使用胰岛素器材不规范这一问题#本科申

购了胰岛素专业空针#基本解决了静脉抽吸胰岛素的问题#现

在使用专业空针抽吸胰岛素#更准确#更方便)但是皮下注射

针头一次性使用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经过护士的各种宣

教#经济条件好#文化程度高#年轻的患者对注射针头开始一次

性使用#而有一部分经济条件不好.年老的患者依从性较差#认

为反复使用几次也不会造成不良后果)针对这一问题#本科继

续加大了宣教力度#利用图片.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住院期间#

护士为患者注射胰岛素时针头必须一次性使用#但是患者出院

后能否真正做到针头一次性使用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今后

的工作中#还要通过个性化的教育提高患者对重复使用一次性

胰岛素针头危害的认识#从而引起患者行为上的改变#也呼吁

胰岛素针头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从源头解决一次性使用针头

问题)

'#/#/

!

推动全院胰岛素使用的规范
!

本次品管圈活动在本科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院属于肿瘤专科医院#肿瘤合并糖尿病

的患者也日渐增多*

!!.!"

+

#下一步计划将实施有效的措施进行

全院推广#降低全院胰岛素使用错误率#从而更好.更有效地服

务于糖尿病患者)在以后的
kZZ

活动中#将会运用
kk

网络

圈会及微信网络圈会等创新形式#提高圈员的工作效率和积极

性#增高圈员的参与度)并建议医院建立奖励及培训制度#多

组织品管圈的培训及交流汇报活动#将品管圈活动持续有效地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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