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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应用于手供一体化器械的管理

唐绪容!吕秀兰!刘
!

露"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手术室
!

9###%9

$

!!

"摘要#

!

目的
!

应用持续质量管理模式!对该院手供一体化器械进行持续质量改进&方法
!

采用环节质量控

制!按照+发现问题
?

分析原因
?

解决办法
?

效果评价,

9

个步骤找出各个环节的问题!制订工作流程和工作指引!建立

高效的质量评价体系&结果
!

器械损坏率%遗失率降低!运转良好!完全能保证手术的需要&结论
!

持续质量改进

在手供一体化器械的管理中取得显著成效!提高了护理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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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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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是在

全面质量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注重过程管理和环节质量

控制的一种新的质量管理理论+

%

,

*手供一体化器械管理模式

是指在手术室使用后的器械送至供应室进行集中清点)检查配

套)清洗保养)消毒灭菌#再送回手术室使用以保障手术室的正

常供应*本院手术数量多#接台手术多#节奏快#手术器械周转

频繁#因此手术器械管理直接影响到手术进行是否顺利*本科

室自
$##7

年
%

月以来采用持续质量改进对手供一体化器械进

行管理#取得了很好成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本院手术室拥有
%#

个手术间#每日平均手术

8#

台次#器械大包及单包器械共计
$%#

包*手术后器械由手

术室工人通过污物通道电梯运送至供应室#每日
<

次#灭菌后

器械包由供应室分
<

次通过清洁电梯运送至手术室*

$6/

!

资料收集方法
!

分别收集
$##8

年
%

月至
$##8

年
%$

月

持续质量改进前以及
$##7

年
%

月至
$##7

年
%$

月和
$#%#

年
%

月至
$#%#

年
%$

月实行持续质量改进后手术室器械管理情况*

$6'

!

效果评价分析
!

实施过程运用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对目

前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详细记录#提出整改措施后观察效果#

对每一标准均按照3调查
?

研究
?

改进
?

再调查
?

再改进4的程序实

施质量管理*

/

!

结
!!

果

未实行持续质量改进的
$##8

年#器械运输未及时到达#器

械数目有误)器械损坏#器械遗失发生的例数分别为
%"

)

$#

)

%%#

)

9#

例#占全年器械包的百分比为
#6#9;

)

#6#!;

)

#6<%;

)

#6%%;

#实行了持续质量改进的
$##7

年和
$#%#

年#器械运输

未及时到达#器械数目有误)器械损坏#器械遗失发生的例数与

$##8

年相比有显著的减少#到
$#%#

年时#这
9

项指标的例数

分别为
<

)

"

)

"#

)

$#

例#占全年器械包的百分比为
#6#%;

)

#6#%;

)

#6#%;

)

#6#9;

$见表
%

%*医护人员对手术室器械管

理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h'

实施前的
$##8

年医护人员的满

意度为
!#;

#

+h'

实施后医护人员满意度逐年递增#到
$#%#

年时满意度为
78;

$见表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通过持续

质量改进可以有效解决手供一体过程中的器械运转问题#提高

了医护人员对手术室器械管理的满意度*

表
%

!!

+h'

实施前后手术室器械存在问题分析%

(

&

;

'(

项目
$##8

年
$##7

年
$#%#

年

器械运输未及时到达
%"

$

#6#9

%

%%

$

#6#<

%

<

$

#6#%

%

器械数目有误
$#

$

#6#!

%

%"

$

#6#9

%

"

$

#6#%

%

器械损坏
%%#

$

#6<%

%

7#

$

#6$<

%

"#

$

#6#%

%

器械遗失
9#

$

#6%%

%

9$

$

#6%#

%

$#

$

#6#9

%

表
$

!!

+h'

实施前后医护人员满意度调查表&

;

'

组别
$##8

年
$##7

年
$#%#

年

满意
!# 7# 78

较满意
<# 7 $

不满意
%# % #

'

!

讨
!!

论

+h'

是现代质量管理的精髓及核心+

$

,

#大量的临床管理运

用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及不间断性*本科室成立了由护士长)

助理护士长)责任组长组成的质量控制小组#按照3发现问题
?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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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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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因
?

解决办法
?

效果评价4

9

个步骤在手供一体化器械管

理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6$

!

分析问题及原因分析

'6$6$

!

供应室护士对手术器械不熟悉
!

由于手术室器械种类

繁多复杂#有许多贵重精细器械#供应室护士对手术器械不熟

悉造成清点困难#并对其产生很大压力*

'6$6/

!

器械运输造成器械损坏
!

手术室和供应室之间有一定

距离#运输器械的过程中有部分器械如眼科剪)电凝线)整形及

耳鼻喉器械由于放置不当在运输途中产生振荡碰撞导致损坏*

'6$6'

!

器械运输未按时到达
!

手术室工人因为周末手术器械

少未及时送到供应室#或者供应室工人由于电梯拥挤或个人原

因未及时送回灭菌器械#造成手术室器械供应紧张*

'6$61

!

器械清点出现沟通障碍
!

由于污染器械送至供应室清

点#洗手护士没有与供应室护士当面核对#如出现器械数目不

对#供应室护士难以及时与洗手护士沟通*

'6$62

!

器械保湿不好出现锈迹
!

夜班护士使用的器械因为保

湿不好产生锈迹#导致难以清洗#影响打包速度以及因为除锈

而损伤器械#也增加了供应室的工作量*

'6/

!

提出改进方案

'6/6$

!

对供应室护士进行再次培训
!

手术室安排一名资历较

高的护士到供应室协助工作#为供应室护士提供手术室器械专

业知识的培训#从而提高供应室护士在手术器械方面的业务能

力和专业技术水平#使供应室护士能在短期内对手术室器械有

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制作了各类手术器械一览表格#供应室护

士对手术器械一览表进行学习#并照此一览表进行器械的清点

和包装*

'6/6/

!

制作特殊器械保护指引
!

针对特殊易损坏器械制定了

详细的保护措施#对手术室护士进行培训#并对运输工人进行

相关培训#使其严格按照流程运输#如精密昂贵器械使用专用

存放盒#易损坏器械告知洗手护士在放入器械箱时置于治疗盘

上并用浸了保湿液的纱布包裹等*

'6/6'

!

规范运输工人
!

根据手术室对器械的需求#制定了具

体的器械的收和送的时间#要求运输工人准点到达#并对其进

行检查督促*对因电梯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器械不及时送回问

题及时与医院后勤部门沟通解决#使运输过程无障碍*

'6/61

!

器械签名制度解决沟通障碍
!

制作3器械交接记录

单4#手术结束后#洗手护士按照器械一览表将器械和手术室工

人逐一进行对点#并在3器械交接记录单4进行双方签字*送至

供应室后由供应室护士清点无误后也在3器械交接记录单4上

签名*并要求供应室护士进行器械包装后在包外要签名*以

便每个环节都落实到责任人#从而保证器械的数目和完整性*

如果出现问题可以追溯到责任人*

'6/62

!

配置保湿液供夜班护士使用
!

为了减轻夜班护士的负

担同时使器械达到良好的保湿效果#避免产生过多的锈迹#安

排上夜班的工人在手术间外走廊的密闭箱内准备好足够的保

湿液#夜班护士将使用后的器械全部浸没于保湿液中#次日清

晨工人再将器械送往供应室*

'6'

!

实施效果
!

应用持续性质量改进的方式#在健全相关制

度下#对科室人员明确责任#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整改#手

术器械使用效率逐年提高#发生的差错率逐年降低#增加了医

护人员对手术室器械管理的满意度*

1

!

体
!!

会

医院的发展离不开医疗器械的配套#先进的外科技术也依

赖医疗器械的运用#手术室器械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

,

*本院自

开展手供一体化后#手术室器械纳入消毒供应中心管理#降低

了手术室护士的劳动强度#优化了手术器械的利用#提高了连

台手术的配合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也增加了医生的满意度*

手术室在与供应室的合作中#加强沟通交换意见#要及时分析

手供一体化器械管理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分析原

因#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制定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加

强护理质控管理#做好持续质量改进#提高供应室和手术室的

工作效率#保证手术器械完好及正常供应#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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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院检验科将微生物室血培养列为重点科研项目#

通过快速)准确的血培养结果及药敏试验#为诊断和治疗菌血

症和败血症提供重要依据#有助于指导临床医生制定正确的治

疗方案#避免滥用抗菌药物#减少不合理的经验性治疗#并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或延缓耐药菌株的产生*同时通过定期监测)及

时汇报院内菌群分布情况和耐药率#指导临床合理规范用药#

减少耐药性产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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