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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提高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

设备时钟准确率的运用效果研究

杨蕾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在开展临床护理时，将品管圈活动应用于提高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时钟准确率管理中的效果，

分析临床护理可用价值。方法：在本次实验开展时，于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开展品管圈活动应用于我院管理工作中，同时记

录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中，我院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时钟为对照研究，对照研究未接受品管圈活动管理，对

比不同时间段内的时钟运行准确率。结果：实验时段内，时钟运行准确率为 100.00%，对照时段内时钟运行准确率为 80.00%，开展管

理前后差异显著（P＜0.05）。结论：品管圈活动能够保证重症监护室内各项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的时钟运行准确，能够有助于提

升医院的设备管理工作，是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进行质量管理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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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来说，临床上应用的各种急救设备往往自带时钟，在

运行过程中能够针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和参数进行实时记录，并且

显示系统时间，这样能够便于相关护理人员和医疗人员对患者的

生命体征进行连续记录和查询。但在急救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大

多数医务人员都没有对时钟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认知，部分急救设

备系统内的显示时间与标准北京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更有甚者

误差达到了一小时以上，这样传递错误的信息和数据是影响患者

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品管圈又被称为质量管理小组，主要

是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对设备仪器进行质量检查的一种组内

活动。长期以来，在我国医疗环境中品管圈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广

泛的推广，而品管圈活动的开展通常按照 PDCA循环方式进行，

为了提升医院急救生命支持类设备时钟的准确率，将品管圈活动

应用于其中，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本次研究探究在开展临床护

理时，将品管圈活动应用于提高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

设备时钟准确率管理中的效果，分析临床护理可用价值，现总结

报告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本次实验开展时，于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开展品

管圈活动应用于我院管理工作中，同时记录 2016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中，我院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时钟为对

照研究；本次研究中圈组人员共 9名，圈长 1名，其余人员由科

室护士以及护士长组成；组内成员年龄为 23-46（31.52±3.21）
岁；我院中共包含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 200台，其

中包括心电图机 10台、除颤仪 9台、呼吸机 35台、监护仪 146
台。

1.2方法

于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开展品管圈活动管理方式，

具体方式如下。

1.2.1 选题

在开展品管圈活动时，不同科室的护理人员需要结合科室特

点积极参与讨论，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来建立属于自己科室的护

理角度，而全体护理人员通过应用评价法和投票法的方式，从政

策、重要性、迫切性和管理质量等多个方面对不同科室的主题进

行评价，确定科室在开展品管圈活动时需要应用的主题并将得分

最高的活动方案作为品管圈活动的主题。在进行多学科协作时，

不同科室之间应当做好相应的品管圈活动互相配合，使科室内的

协作更为稳定，通过讨论与头脑风暴的方式能够提高不同科室之

间的合作度。

1.2.2 风险分析

通过头脑风暴分析来了解设备在运行时出现时间错误的因

素，根据所有因素来进行统计分类记录，其中可通过护理干预的

主要因素。在完成因素分析后，护理人员应当通过分门别类以及

专科分类的方式，将不同的因素分配到不同的护理专科中，如果

存在歧义的因素应当继续讨论，直至完成所有因素的分类，这样

能够保证患者在接受护理操作时，不同的科室能够针对自身存在

的风险性加大监察制度，降低了护理工作之间的盲目性以及科室

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1.2.3 制定活动计划表

首先来说在进行品管圈设备时间管理活动时，首先应当提高

重症监护室内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的时钟准确率，其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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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尽可能保证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患者的抢救设备在运行时

时间准确，尽可能避免外界因素对时钟造成的干扰。同时在进行

设备的管理时，需要将设备的维修与维护录入到活动计划表中，

尽可能提高病区监护仪调配管理的范围。护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时，

应当明确监护仪和其他设备的使用寿命，按照设备的不同功能，

对其进行主题打分，明确设备在管理过程中的优先级，总分最高

的设备则为品管圈活动最高权重的管理设备。

1.3 评价标准

采用自制时钟准确检查表，对重症监护室内急救生命支持类

医疗设备进行不预先通知检查，明确抢救设备的时钟准确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有资料录入 Excel表格进行统计分析，实验中

资料选择 SPSS For windows开展统计学分析；应用 T值对计量

数据进行检验；应用 X2对计数数据进行检验；判断数据与 P＜
0.05的关系，以判断数据与统计学意义之间的关联。

2结果

实验时段内，时钟运行准确率为 100.00%，对照时段内时钟

运行准确率为 80.00%,开展管理前后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不同时间段内的医疗设备时钟准确率对比

实验时段
心电

图机

监护

仪

除颤

仪

呼吸

机
总台数

实验后

（n=200） 10 146 9 35 200（100.00%）

实验前

（n=200） 8 123 7 22 160（80.00%）

X2 7.2654

P 0.0000

3讨论

品管圈活动在应用过程中将重症监护室急救生命支持类医

疗设备时钟准确管理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护理内容，其主要目的

是尽可能保证各种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中的时钟保持准确运行，

避免由于误差而导致各项医疗工作在开展时存在问题[3-4]。随着近

年来护理人员工作内容的不断变化，需要明确再进行急诊治疗工

作时，重症监护室内各项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的运行状况和

相关风险，并做好患者的护理防范，这样才能使患者在接受各项

治疗时获得足够的护理支持，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5]。

品管圈设备时间管理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圈内人员通过合

理应用品管圈工具，能够解决护理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这

样能够强化团队在工作中的协作能力，使不同科室在进行护理活

动时，凝聚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增强。在品管圈开始的初期，

很多医务人员都对品管圈活动缺乏兴趣，不愿意主动参与到设备

的时钟校准工作，认为这种活动就是表面形式，而通过有效的宣

传和普及工作人员的多学科合作意识和品管圈活动，意识不断提

升，大大改善了护理活动的质量。

综上所述，品管圈活动能够保证重症监护室内各项急救生命

支持类医疗设备的时钟运行准确，能够有助于提升医院的设备管

理工作，是急救生命支持类医疗设备进行质量管理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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