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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在临床青霉素过敏标识查对中的运用

谢婷 吴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通过品管圈活动发现病区青霉素过敏标识遗漏的主要项别，提高病区青霉素过敏查对的质量。方法：成立品质管理

活动小组，设制青霉素过敏查对的查检表，对现况问题进行要因分析，确立落实有效的整改措施。结果：经过对开展品管圈活动前后

的数据统计，降低了病区青霉素过敏查对遗漏项的发生率。结论：品管圈活动能够有效降低青霉素过敏查对中的标识遗漏率，同时提

高了护理团队工作的积极性及解决临床护理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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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类抗生素引起的临床药物过敏反应中发生率居于首

位,严重者可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青霉素过敏查对一直是护

理查对中的重点。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是指同

一工作单位或工作性质的相关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科学的运用

各种工具和方法，持续的进行效率提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

量等业务的小组[1]。通过品管圈活动了解临床青霉素过敏标识遗

漏的现象并进行整改。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纳龙华医院内分泌病区 2019年 7月至 2019年 10月青霉

素过敏病例共 51例。开展前 28例，开展后 23例。经过数据统

计，发现青霉素标识遗漏明显减少。

1.2方法

1.2.1病区小质控检查中每次都会发现青霉素患者的过敏标识会

有各种的遗漏。2019年 6月建立 QCC，经过头脑激荡法确立了

本次的活动主题。选定科室不同层级护士组成 QCC成员，并经

过大家投票设定圈徽与圈名，选出圈长 1名，辅导员 2名，圈员

5名。圈长负责管理、安排 QCC的活动并进行统筹；辅导员负责

监督与指导 QCC活动；圈员参与品管圈活动的各个步骤并轮流

对其中一个步骤进行计划安排。

1.2.2我们从发现问题到现状分析大家积极参与，各抒己见营造一

个轻松地座谈会氛围，摒弃传统权威式的会议形式，利用头脑风

暴法进行因果关联分析，得出主要原因。利用查检表发现病区青

霉素过敏标识遗漏的主要项别。（见表 1）

表 1 28例青霉素过敏主要遗漏标识结果

存在问题 遗漏频数 百分比（%）

门诊病例本 9 32.14

手腕带 5 17.86

大红封面 5 17.86

入院证背面 4 14.29

床头青（+）标识 1 3.57

床头卡 1 3.57

1.2.3青霉素过敏标识遗漏的存在主要问题，进行要因分析。 (见
图 1。)

图 1 解析-特性要因图

1.2.4根据要因分析，病区确立整改方法

1.2.4.1组织病区各级护士进行学习，明确病区青霉素过敏标识的

各个需放置的点；增加护士的责任心；集中放置青霉素标识的各

类材料，降低病区青霉素过敏标识遗漏的发生率。

1.2.4.2根据病区青霉素过敏的标识散布的点广；标识量多；护士

机械工作；收治青霉素患者当天无有效把关等存在的问题，我们

进行工作经验总结和相互合作交流。最终我们将青霉素过敏的患

者在病区所有需要放置青霉素过敏标识的点进行整合，设计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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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见表 2)

表 2 病区青霉素过敏标识的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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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具体实施，我们将核查表和出入院登记本放在一起，对于

当日新入院的青霉素过敏患者或者是当日住院期间做出青霉素

皮试阳性的患者在核查表上进行登记。当每一项别有人员完成时，

就有完成的人员在相应的项别中“√”，最后在下班时有责任护

士检查有无遗漏项，若有遗漏的青霉素过敏的标识，及时补全。

每周再有病区小质控进行监控。每月科内质控会上进行总结分析，

并进行绩效考核，激励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2 结果

开展QCC活动后，病区青霉素过敏查对漏项率显著减少。（见

表 3）

表 3 活动前后青霉素标识遗漏率比较

时间 病例总数 有遗漏项的病例数 遗漏率

开展前 28 12 42.86%

开展后 23 4 17.39%

3 讨论

通过本次开展品管圈活动，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

增长了电脑方面知识，而且改善了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2]，降

低了青霉素过敏标识的遗漏率。在圈会上，各位圈员在快乐轻松

的氛围中发言，使大家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实施过程中

圈员自觉进行病历调查，对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我们在解决了

现存问题的同时也调动了圈员主动性及创新性，提高了大家团结

协作的凝聚力，协作性也明显提高。

这次活动使病区各级护士对青霉素过敏的查对有了更深的

认识。年轻护士对青霉素查对相关点有了更清楚和系统的认识。

护师学习新的护理理念，了解品管圈的意义，开动脑筋完善自己

的工作。主管护师打破固有的工作模式，熟悉品管圈的意义，协

助护士长更好的开展病区护理工作。QCC使护士拥有了更高的参

与权、管理权与自主权，使其主动的参与到活动中，对工作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3]。

通过使用品管圈，提高了解决护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

问题，也使圈员对品管圈活动产生更浓的兴趣，享受到工作的成

就感，使圈员认识问题的水平得到拓展和提升，增强了改进工作

的意识。工作氛围更加融恰，向心力明显提升[4]。

4 小结

优质护理持续质量改进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5]。通过品管

圈的活动使我们病区青霉素过敏标识遗漏问题得到解决，降低青

霉素过敏标识遗漏的发生率，是病区的青霉素过敏查对得到完善。

通过学习品管圈，掌握了方法，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发现问题，

利用品管圈解决问题，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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