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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中的应用效果

徐路琼!马丽琼!贺坤华!沈
!

俊!胡映峰!巴雪娇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输血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品管圈"

cMM

#活动在降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中的效果$方法
!

成立
cMM

小组!利用

cMM

的活动程序!对输血科急诊配血时间超时原因进行分析!制订相应的对策并组织实施$结果
!

通过
cMM

活动!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由改善前的
&$,!%-

降为改善后的
*,+!-

$同时!圈员们
cMM

手法&团队精神&专

业知识等都有很大的提升$结论
!

cMM

活动能有效地降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提高急危重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

关键词"品管圈%

!

急诊配血时间%

!

超时率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

"

!"#)

#

"!0"!!!0"$

!!

临床用血通常分为急诊抢救用血*手术和慢性病

患者用血#急重症患者输注红细胞和其他各种血液制

品刻不容缓#一旦供应不足将危及患者生命(

#

)

'该院

规订急诊抢救用血分为.火急/.紧急/.火急/输血科

#.D45

内发血#.紧急/

$"D45

内发血'由于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输血科发血时间较长#甚至超过
$"D45

#一

定程度上延误了患者的紧急抢救#甚至可能引发医疗

事故'因此#及时处理急诊输血申请是临床输血质量

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品管圈$

cMM

%是医院质量持续

改进的有效*常用工具之一#近年来在国内医疗机构

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同样在临床输血管理工作中也取

得明显效果(

!0&

)

'为进一步规范紧急配血流程#缩短

急诊配血时间#提高紧急输血患者的抢救成功率#该

科开展了以.降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为主题的

cMM

活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急诊输血申请

#"&

例#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急诊输血申请
.*

例#申请成分为悬浮红细胞*血小板*血浆或冷沉淀'

超过
$"D45

发血统计为急诊配血时间超时#比较

cMM

活动前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例数'

$,/

!

方法

$,/,$

!

成立
cMM

小组
!

!"#+

年
#"

月
!.

日输血科

全体人员组成了.血脉圈/#寓意为血脉相连'由科主

任担任辅导员#对圈活动予与指导和支持#圈长
#

名#

主要承担项目统一管理*组织协调*统筹安排#圈员
%

名#承担方案策划*操作实施*数据分析等#所有圈员

必须参与每个步骤的实施工作'

$,/,/

!

主题选定
!

针对输血科日常工作中存在亟待

解决的问题#圈员们共提出
.

个备选主题#由圈员根

据.上级政策*重要性*迫切性*圈能力/

&

个方面进行

打分'票选分数!

.

分最高#

$

分普通#

#

分最低#第一

顺位为本期活动主题'根据评分#选出本期活动主题

为.降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

$,/,'

!

活动计划拟定
!

经全体圈员讨论拟定活动计

划#活动时间为
*

个月#按照品管圈的十大步骤及科

室日常工作#绘制甘特图#各步骤由圈长安排专人

负责'

$,/,1

!

现状把握
!

!"#+

年
##

月
#1$"

日#检查已经

发血的输血申请单#共计
*!*

例#.急诊/输血申请
#"&

例#超过
$"D45

发血统计为急诊配血时间超时#共有

&.

例#占
&$,!%-

'发现急诊配血超过
$"D45

时#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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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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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询问方法#问询配血工作人员#了解急诊配血时间

超时原因#将信息记录在查检表'然后将急诊配血超

时原因*发生次数汇总'急诊配血超时原因依次为未

按流程处理*未发现*血站无血*疑难交叉配血等项

目'依据二八法则可知.未按流程处理/.未发现/这

!

个因素#即影响到急诊配血超时的
*+,+%-

#所以把

.未发现/.未按流程处理/列为优先改进问题并进行

解析'见表
#

和图
#

'

表
#

!!

改善前急诊配血超时原因发生次数

超时原因
发生次数

$

-

%

超时百分比

$

-

%

累计百分比

$

-

%

发现急诊未按流程处理
$" !*,*. ++,+%

未发现急诊
) *,+. *+,+%

血站无血
. &,*# )%,%*

疑难交叉配血
# ",)+ #"",""

合计
&. &$,!%

图
#

!!

根据统计结果绘制的柏拉图

$,/,2

!

目标设定
!

通过绘制的柏拉图所示改善重点

为
*+,+%-

&圈能力通过圈员打分评价#评定圈能力为

*",""-

'根据目标值计算公式!目标值
e

现况值
!

改善值
e

现况值
!

$现况值
h

改善重点
h

圈员能

力%

e&$,!%-

!

$

&$,!%-h*+,+%-h*",""-

%

e

#$,!%-

'故将本次
cMM

活动目标设定为将急诊配

血时间超时率降低至
#$,!%-

'

$,/,)

!

原因分析
!

针对为何工作人员.未发现/和发

现后.未按流程处理/急诊配血标本原因进行解析'

圈出的末端原因#为圈员投票选出的主要原因#根据

.三现/原则验证#除发门诊报告单外#圈选出的主要

原因均为急诊配血超时的真正原因#见图
!

*

$

'

图
!

!!

急诊配血超时原因鱼骨图

$,/,.

!

对策拟定
!

针对
)

个真因#全体圈员头脑风

暴拟定
!!

条对策#并从可行性*经济性*效益性等
$

个方面投票打分确定
#"

条对策#将
#"

条对策进行整

合#最终归纳出
&

条对策'

!!

注!

(

表示由圈员依工作经验圈选出的要因

图
$

!!

急诊配血超时原因鱼骨图

$,/,N

!

对策实施与检讨
!

对策一!固定专人接收标

本'改善前!$

#

%护士送标本时输血科无专人及时接

收标本#双方未按规定核对'$

!

%.急诊/申请标识不

明显#接收标本和配血容易疏忽'未发现.急诊/标

本#导致配血时间超时'对策内容!$

#

%重新排班#修

改班次职责#固定接电话和接收标本人员'$

!

%接收

标本人员及时接收标本#发现.急诊/申请时用红笔做

标记并及时将标本交给配血人员'对策二!急诊用聚

凝胺法和盐水法配血'改善前!急诊输血成分为红细

胞#当情况.火急/或急诊标本集中时#用卡氏法配血

导致急诊配血时间超时'对策内容!急诊用聚凝胺法

和盐水法配血'对策三!培训急诊输血管理相关内

容'改善前!由于培训不足#医师申请的急诊输血大

部分并无急诊输血指征'对策内容!$

#

%通过医院
T'

上传急诊输血管理相关内容的
YY2

#通知各科室进行

培训'$

!

%检查部分临床科室培训情况'对策四!制

订并执行急诊输血奖惩措施'改善前!发现输血申请

是急诊输血#根据病情判断患者无急诊输血指征#认

为医师随意开急诊#未按急诊流程处理'导致配血时

间超时'对策内容!$

#

%输血科及时处理全部急诊输

血申请'由科主任定期检查#急诊配血未按急诊流程

处理'时间超时者记录并给予处罚'$

!

%定期检查急

诊输血归档病历#上报医务处从医院
T'

处公示#无

急诊输血指征者给予处罚'

/

!

结
!!

果

/,$

!

效果确认

/,$,$

!

有形成果
!

cMM

活动前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

率#由改善前的
&$,!%-

降为
*,+!-

'

cMM

活动后的

目标达成率为
#".,.!-

#进步率为
!*,".-

'见表
!

'

/,$,/

!

无形成果
!

比较
cMM

活动前后圈员能力'

由全体圈员于
cMM

活动前后#从
cMM

手法*团队精

神*专业知识*责任荣誉*活动信心*沟通协调能力
.

个方面进行自我评价#每项最高分
.

分#最低分
#

分#

测出各项平均分'圈员各项指标均有很大的提升#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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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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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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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cMM

手法是成长最明显的一项无形成果'见图
&

'

表
!

!!

改善前后结果比较

项目 改善前 改善后

调查日期
!"#+

年
##

月
#

日至
$"

日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资料来源 输血科 输血科

急诊申请总例数$

-

%

#"& .*

急诊配血时间超时例数$

-

%

&. +

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

-

%

&$,!% *,+!

图
&

!!

无形成果雷达图

/,/

!

标准化
!

该科室对改善成果进行总结#将对策

表中实施有效的措施纳入标准化#制订和完善了,输

血科急诊输血管理制度-,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输血奖惩制度-'

'

!

讨
!!

论

!!

三级医院评审细则中#第
&,#),!,#

条明确表明#

有独立建制的输血科#职责明确并执行到位#开展质

量与安全管理#持续改进输血工作(

.

)

'医院要加强输

血科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全面输血质量管理体系并进

行持续改进#加强临床输血全过程包括分析前*中*后

的质量控制#全面保障临床用血的质量和安全(

+

)

'对

于急救用血的抢救患者#循环血容量急剧减少*心排

血量和血压急剧下降#如果心脏得不到有效灌注将发

生缺血缺氧性停搏#因此快速及时地输血成为患者抢

救成功的关键(

%

)

'该院一直存在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的

现象'

!"#+

年
##

月#急诊配血时间超时率达到

&$,!%-

#临床用血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cMM

是指在相同*相近或互补性质工作场所而主

动组成$通常约为
%

"

#$

名人员%一圈的活动团队#按

照一定的活动程序#采取科学的统计工具及方法#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解决工作现场和管理活动的问题与

课题#由此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

)

'

cMM

活动是自下而上由基层员工自发组成的活动团

队#而不是由行政命令组成#通过.头脑风暴/*小组讨

论*评价法等工具方法的应用#体现了团队智慧*自主

自发#使科室形成了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实现了.要

我做/到.我要做/的.质/的提升(

)

)

'

该院输血科通过
cMM

活动#找到影响急诊配血

时间超时的原因#针对原因制订解决问题的对策并组

织实施'由表
!

可见#通过
cMM

活动#急诊配血时间

超时率由改善前的
&$,!%-

降为
*,+!-

#改善幅度达

$&,+.-

'

cMM

活动后的目标达成率为
#".,.!-

#进

步率为
!*,".-

'充分体现了
cMM

活动在降低急诊

配血时间超时率中的应用价值#保障了临床用血的质

量和安全'

cMM

活动能提高圈员的能力'图
&

结果显示#通

过
cMM

活动#圈员们
cMM

手法*团队精神*专业知

识*责任荣誉*活动信心*沟通协调能力等方面都有很

大的提升'

综上所述#

cMM

活动可降低急诊配血时间超时

率#提高急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在今后临床输血

工作中#运用
cMM

手法对临床输血工作质量的控制#

可成为提高临床输血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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