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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PDCA循环改进检验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陈飞宇1,张 萍2

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广东广州
 

510800;2.广东省广州市中西结合医院

检验科,广东广州
 

510800

  摘 要:目的 利用PDCA循环改进检验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及进行效果评价,以期提高检验科危险化

学品管理水平,保障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的安全。方法 应用PDCA循环的四个阶段,Plan(P):收集数据、找

出真因、制订计划;Do(D):落实整改;Check(C):监督评估;Action(A):使流程标准化并进一步持续改进。
结果 经过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多个部门联合协作和项目改进措施实施,检验科危险化学品督导落实管理

遵从率达100%。
 

结论 运用PDCA循环可有效提升检验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和执行率,保障医务人

员、患者及家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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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或有腐蚀

等危险特性,在它的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过程中,
如果控制不当,极易发生事故。危险化学品管理在医

院生产安全、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安全、医院正常

运行等方面至关重要,一旦发生医院生产安全和生命

安全事件,将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需要医院格外重

视。检验科使用危险化学品数量和种类都排在医院

前列。因此,检验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是医院

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中的核心。《三级综合医院评审

标准实施细则(2011版)》中明确要求“加强危险品管

理”“有医疗废物、危险化学品和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有完整资料证实上述制度得到有效执行”。我国的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及《天津市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办法》等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提供了法律

依据。PDCA循环是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贝尔实

验室的休哈特博士首先开发,后经美国统计学家戴明

博士大力倡导的一种科学的管理模式,又称为“戴明

环”[1]。此模式以其高效性、科学性、时效性而在全球得

到大力推广。Plan(P):收集数据、找出真因、制订计

划;Do(D):落实整改;Check(C):监督评估;Action
(A):使流程标准化并进一步持续改进[2]。本课题组

结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危险化学品

管理现状进行了持续改进。

1 发现问题

  在现场评价中发现,检验科危险化学品管理不到

位,存在安全风险。危险品种类与目录清单未按照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及《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版)实施指南(试行)》的要求进行及时更新;

75%的乙醇未按危险品进行管理,有的科室大量存

放,有的科室未做到危险品的分类分项存放、双人收

发、双人保管,存在危险品领取、使用、消耗等登记资

料(台账)不完整和账物不符的现象;部分危险品作业

人员未经过相应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对危险品安全

事件处置预案的培训和应急演练不够;对危险品管理

缺少科室自查,主管部门定期检查流于形式,缺乏根

据监管情况制订整改措施并落实[3]。检验科危险化

学品管理有较大安全隐患,如危险化学品库房温度较

高,未作降温处理;大量乙醇未入柜存放;乙醇实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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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账面数目不相符等[4]。

2 持续改进计划

  以PDCA循环方法为指导,由保卫处牵头,组织

物资处、检验科、设备科、总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科
室的人员一起,选用适宜的质量管理技术工具,寻找

根因,运用查检表和自查数据,制订改进措施(完成时

间定在2019年8月30日),妥善解决“检验科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问题,以达到三级综合医院标准要求。
(1)成立多部门持续质量改进(CQI)小组。(2)拟定活

动计划书(改进时间6个月)。(3)了解现状,制作查

检表,对全院危险品使用、储存科室进行检查,检查合

格率为70%,危险品管理存在管理漏洞。(4)按照三

级综合医院管理遵从率应达100%进行目标设定。
(5)CQI小组10人左右通过“头脑风暴”进行原因分

析。投票计分后,根据80/20法则,得出执行制度不

到位、使用科室缺乏计划性申报、主管部门督导不到

位为本次改善的重点。(6)对策拟定使用5
 

“W”
 

1
 

“H”(问题、要因/真因、负责人、地点、实施时间、对策

方案)分析法制订解决问题的对策。

3 计划实施阶段
  

  根据制订好的对策,对人员进行分工,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相应任务。第一阶段:完善修订危险品安全

管理制度、梳理检验科危险化学品清单;落实制度流

程培训工作,安排制度流程的考核。第二阶段:对照

检验科危险化学品梳理分类清单,各专业组组长盘点

本组内需要使用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与设备科做

好季度采购准备计划,设备科组织运送入库;避免危

险化学品不够或过量存放问题;按照《危险化学物品

安全管理条例》对申购、审核流程关键环节进行优化

调整。第三阶段:完善督导检查表,明确督导人、督导

频次,督导责任落实到人;检查现场环境温度,防爆

灯、挂式灭火器、消防沙、蒸馏水、检测器具是否有效,
危险化学品柜是否双人管理,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与

登记本是否一致,使用人对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是否

知晓,每年是否有两次演练。

4 质量指标检查监测

  经过6个月的改进后,(1)效果良好,检验科危险

化学品管理遵从率达100%;更新了危险化学品管理

制度,科室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制度培训和考核,医
院每年至少开展1次制度培训和考核。(2)梳理分类

清单,检验科危险化学品数量、存放要求、化学性质一

目了然。新标准、指南发布后及时更新科室危险化学

品管理制度。(3)定期在质控会议反馈检查情况,科
主任落实科室自查并及时整改,科室自查与科主任及

主管部门抽查结果一致;管理遵从率达100%,达成了

预定目标。

5 持续改进措施
 

  制订制度:(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2)易
制毒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标准化流程、表单:包
括危险化学品采购流程,易制毒危险化学品采购流

程,危险化学品科室自查表,危险化学品督导检查表,
检验科危险化学品清单。下一周期循环制订危险化

学品报废流程,建立危险化学品信息化管理系统,与
全院危险化学品管理实行联动[2]。

6 讨  论

  检验科必须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防止危险化学

品事故的发生。检验科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和防

护必须标准化、规范化及常态化,这不仅关系到每个

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也关系到患者的安

全[5]。每一位检验工作者都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危

机意识,严格管理实验室中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通过

学习培训和实战演练(特别是新入科员工、实习生、进
修生要强化学习培训)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每个

环节都要落实好。
本课题组根据科室实际情况,选出与危险品管理

工作息息相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收集整理相关

法律法规资料,收集科室管理数据;通过建立CQI小

组,制订出了科学的改进目标;落实人员分工和完成

时间节点,高效地完成了任务;经检查评估确认完成

的效果;最后巩固已有成果,标化制度流程,便于本次

PDCA循环的改进推广与实施
 

。检验科危险化学品

由粗放式管理转为了精细化管理,从繁琐耗时的表格

登记改为了信息系统扫码闭环管理,PDCA管理工具

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检验科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水平

得到了提升,并且有助于带动全院进行安全质量管理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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