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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管理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何　伊

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　广东广州　511330

摘　要：目的：研究目视管理对改善医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工作质量的影响。方法：从 2021 年 1 月份开始，对静脉药物调

配中心进行统一的管理，实行目视管理，按照药品的种类、不同的标识进行区分，并设立检查岗、调剂、包装岗、二级仓

库管理岗，明确岗位职责。在 2020 年之前和 2021 实施后，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实施前后的护理错误进行了统计分析，并

对实施前后的护理管理工作进行了对比。结果：实施后，应用静脉药品分配中心后，差错发生率显著降低（P<0.05)；结果

表明，在药物配置、药品配送、文件书写、风险控制等方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管理得分明显高于实施前（P<0.05）。

结论：在静脉药品配送中心实施可视化管理，能明显减少药品差错发生率，并能有效地改善医院的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工

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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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它在企业的信息化建

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护理人员的观察，筛选出需要的

简单信息，并对其进行结构化，并有选择地接受信息的反馈，

以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包括静脉药

物、普通药物、抗生素、营养液等。通过在静脉药品调配中

心实施目视管理，以改善医院的管理和护理工作，观察、分

析和比较了医院的管理效果和质量控制，以便为以后的工作

做好准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1 年一月开始，我院对静脉药品调剂中心进行了

管理，实行了目视管理。2021 起执行，2020 年之前。在整

个试验过程中，共有 15 位 23-38 岁的女性护理人员；护士

3 人，护师 5 人，护士长 6 人，副护士长 1 人。在本试验中

无人员变化（P>0.05)，其结果可比较。

1.2 方法

在实施之前，应该采取常规的管理方式，在实施之后，

要进行目视管理。

（1）目视管理的概念。目视管理是利用可视化信息来

体现工作流程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如颜色信息、图形信息、

标识信息、位置信息等。其目标是通过使用简单的色彩和标

志来传达重要的信息，以达到对关键环节的控制。

（2）对检查点进行目视管理。用不同的药盒，将不同

批次的药品区别开来，按批号分层摆放，颜色从深到淡，禁

止混合使用。在注液标签的右边，有医生建议内容、药物性

质、药品批次、药品或包装需求的描述，药品的信息在注液

标签下面的不同形状上体现出来，如需要遮蔽的药物用中空

的圆圈标示，需要冷藏的药物用一个实心的圆形标示，常用

的药品用中空的方框标示，危险的药品用方框标示。检查站

工作人员按照药品种类、批次、科室将药品放在不同的区域，

并分别贴上标签。

1.3 观察指标

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实施前后的护理差错进行统计学

分析，并对其实施前后的护理管理工作进行了分析。护理管

理工作的质量分为药物准备、药物分发、文件撰写、风险防

范和控制四大类。每个项目的分数都是 10 分，分数越高，

管理的质量也就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5.0 软件进行资料处理，以 t 检验或卡方检

验进行组间的对比。P<0.05 表示存在显著的差别。

2. 结果

2.1 在执行之前和之后的调配误差对比

结果显示，在实施过程中，共完成了 43000 次的调剂工

作，其中 20 次出现了护理错误，错误率 0.05%。在实施之

前，共完成了 42900 例药物的调配，其中 88 例出现了护理

错误，错误率 0.25%。应用后，药物使用差错发生率明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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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P<0.05）

2.2 护理管理工作开展前后的质量评价

结果显示，在药物配置、药品配送、文件书写、风险

防范与控制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管理得分显著高于实施

前（P<0.05）。请参阅表 2-1。

表 1-1　实施前后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比较（分，χ± ｓ）

时间 药物配制 药品发放 文书书写 风险防控

实施前 8.11±0.65 8.26±0.55 7.90±0.70 8.11±0.22

实施后 9.10±0.20 9.15±0.30 8.95±0.45 9.21±0.22

ｔ　 4.53 4.12 5.68 5.49

Ｐ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3.1 目视管理的优点及目的

3.1.1 目视管理的优点

(1) 形象直观，容易提升工作效率：采用明快的色彩和

明显的标识，使得错综复杂的空间布局、流程和系统变得具

体和简洁。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分析、记忆时间，从而大大

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2) 开放与透明的基本原则：目视管理以简洁、明确的

视觉讯息传达管理者的需求与意愿，并要求所有人都能遵照

并严格执行。

(3) 便于沟通：现场操作者能将自己的意见和结果直接

呈现出来，与上级、同事进行沟通，共同提高。

3.1.2 目视管理的目标

目视管理是以视觉讯号为基础，以开放为基本准则，

使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理解管理者的需求与意愿，进而

达到管理与控制的目的。

3.2 目视管理在静配中心的应用

3.2.1 在 PIVAS 医嘱审核中目视管理的应用

独立审核 PIVAS 的医嘱，将新的和老的命令归类和保

留。审核员只要每日检查一次新的处方即可。新的命令通过

后，背景的色彩不会改变；包装订单的底色是黄的；不合理

的定单以紫色为底色。不同背景色彩的反差，可使审核员更

多地注意到特定的医疗指令，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操作效率。

在作出批量决定时，新命令与旧命令的底色不同：旧命令的

底色是淡蓝色，新命令的底色是深蓝色。审核员集中精力在

一批新的命令上，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也可以加快检查

的速度和质量。

3.2.2 摆药区的分类标识

(1) 摆药架的分类及标志：摆药货架按照药物的特性和

使用要求，分成若干个区域货架，并按照数量进行分类。仓

库管理员在编号的旁边做了标识，以监控药品货架上的所有

药物的有效期限。主管人员每个月进行一次抽查，选取 3 个

月有效期限的药物，并对其最新有效期进行注册，有效地保

障了 PIVAS 的有效期管理。

(2) 药物周转盒的分类：根据药物在贮存期间的使用情

况，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普通的蓝色药盒，另一种是深

蓝色的，带有盖子的。药剂师要经常向自己说明药品的贮存

和运送情况，同时要留意灯箱的盖子，以使药品的稳定性最

大化。

3.3 静态配送中心目视管理的体会与影响

3.3.1 目视管理对改善管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可视化管理运用了多种醒目的标识、流程图、不同颜色、

固定的位置管理等方法，将更直观的信息传递给员工。静脉

药品配制中心是一个集中配置的地方，其工作环节多、程序

繁琐。通过可视化管理，使工作环境整洁、条理清晰，各个

部位的标识清晰，商品摆放在指定位置，用色彩来区分批次

更为直观，安全警示、提示等一目了然，简化了繁琐的工作

过程。视觉化的管理通常是更加高效的。管理者能够迅速了

解员工和工作场所的状况，能够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从

而提升管理水平。可视化管理能加强员工的自我管理，各种

操作流程、标识、安全提示等都能起到警醒作用，提升工作

的品质。

3.3.2 实施目视管理，以保障病人用药的安全性

在调配特定药品时，要特别注意用药的用量，尤其要

重视高风险药品和危险品的浓度、配比，以保证病人用药的

安全性。药库的管理规范、有序、安全，强化了对药品的质

量控制，确保了系统工作的连续性，确保了病人用药的安全、

有效。但是，这个部门的其它岗位还不够完善，管理还有待

提高。研究发现，输液产品在配送环节中的质量问题，使得

配送中心不合格产品的错误发生率有所上升。完成输液时，

包装人员应分类、清点，并按照每一间病房装入成品运输车，

并将货物押运至各病房。各部门的包装盒均为蓝色，并标明

各部门的名称及批号。

总之，在实行目视管理后，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实现了

高效、简洁、直观的管理，在无形中规范了员工的工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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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工作质量，但是，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完善，以

达到持续改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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