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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品管圈对降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的影响

狄 峰 白 璐 周砚春 孙海霞*

弘慈集团包钢三医院儿科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 要】：目的：探讨品管圈对降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的影响。方法：建立品管圈小组，分析影响住院患儿周

围静脉输液外渗的相关因素，制定活动计划，并实施对策，对比活动前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结果：品管圈活动

前后静脉输液外渗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品管圈活动能够有效降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有利于
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力，在保证护理质量的同时，为患儿提供了更全面的护理服务，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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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on Reducing the Extravasation Rate of
Peripheral Venous Infusion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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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on reducing the extravasation rate of peripheral intravenous
fluid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Methods: A quality control circle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travasation of peripheral venous infusion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formulate an activity plan, and implement countermeasures.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the extravasation rate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y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xtravasation rate of peripheral
venous infusion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work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aff. While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care, it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nursing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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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QCC）指的是在同一工作场所、工作性质类似

的个人，为了解决某一项问题，自发组成的团体，通过现场

管理及全员参与的方式，持续性的对工作场所进行改善，从

而提高工作效率[1]。静脉输液渗漏是临床护理中较常见的问

题，尤其是儿科，不仅增加了患儿的痛苦，还可能引发护患

纠纷，严重影响了护理工作的效率[2]。因此，本次研究以“降

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为主题，开展了品管圈活

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共纳入 12 名医务人员组成品管圈，命名为“超人圈”。

由主管护师担任圈长，主任医师担任辅导员，主任护师担任

秘书，主治医师担任副圈长，其余人员为圈员。其中主管护

师 3名，主任医师 1名，主任护师 1名，主治医师 1名，副

主任护师 2名，主管药师 1名，护师 1名，护士 2 名。

1.2 方法

1.2.1 确定主题

由圈员将科室急待解决的问题分别列出，从上级政策、

可行性、重要性、迫切性、圈能力五方面进行评价，采用“531”

评价法，结果降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药物外渗率总分最

高，为 218 分，故选定该主题为研究内容。

1.2.2 制定品管圈计划

根据本次品管圈活动的内容，制定活动周期、进度表、

圈员工作职责、工作任务等。活动时间从 2018 年 7月至 2018

年 12 月，每月平均开会 2~3 次，共 15 次圈会。

1.2.3 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

设计静脉输液外渗调查表，对 2018.07.16 至 2018.8.5 共

293 例住院患儿进行调查统计，总结存在的问题。发现共有

112 例输液外渗，发生率 38.2%，其中手部输液外渗 47 例，

占比 41.96%；输入高浓度药物外渗 33 例，占比 29.46%；低

年资护士穿刺外渗 11 例，占比 9.82%；输液时间长外渗 9

例，占比 8.04%；留置针留置时间长外渗 7例，占比 6.25%；

频繁更换陪护外渗 5例，占比 4.47%。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改

善重点为手部输液外渗、输入高浓度药物外渗以及低年资护

士穿刺外渗。

1.2.4 目标设定

目标值=现状值-（现状值圈能力改善重点）。圈能力根

据 531 评分法，5 分表示需要多个单位配合，3 分表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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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位配合，1分表示可以自行解决，由 10名圈员打分，

得出 60%。总目标为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降低至

19.6%，子目标为患儿家属满意度从 90%提高至 95%、医护

人员满意度从 88%提高至 90%、带教老师综合能力评分从

90 提高至 95、护士考核达标率从 85%提高至 90%。目标完

成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2.5 对策实施

（1）改变固定方式。利用裁剪后剩余的高分子热塑板

制作“超人聚能环”固定于患儿手腕部，在输液过程中控制

患儿腕关节的活动度，避免药物外渗。为了便于患儿接受，

医护人员准备了卡通贴纸，患儿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涂鸦，

从而缓解患儿的抗拒心理。（2）增加宣教方式。根据首先，

为患儿制作留置针健康宣教手册，发放给患儿家属，并耐心

解答患儿家属的疑问；其次，在病区较显眼的位置增加 2 块

健康宣教展板，展览有关小儿留置针的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

第三，建立儿科患者微信群，设置健康宣教专项，将小儿留

置针健康宣教加入。（3）加强高浓度药物用药管理。安排

固定药师每月 2次参与专科查房，必要时给予临时指导；每

隔半年对医护人员进行一次药物相关知识培训；HIS 系统智

能提示高浓度药物预警；药师针对特殊用药每日审方；药师

每月收集儿科药物不良反应及药损事件，每季度每月收集儿

科药物不良反应及药损事件；医生请临床药师会诊，在药师

指导下降低高浓度药物浓度；制定《儿科常用高浓度药物使

用管理规定》。（4）完善沟通体系。建立《临床药师与临

床医师协作制度》；建立医护药微信交流平台，便于随时沟

通；每季度召开沟通交流会一次；临床药师每季度对医生护

士进行一次培训讲座；临床药师每月 2次参加专科查房；临

床药师参与科室疑难病例讨论。（5）完善培训及考核机制。

增加儿科专科培训内容，明确培训及考核频次，达标分值；

通过科内竞聘的方式，将科室带教护士由 2名增加到 3名；

购买儿科模拟教具 3个并应用；建立电子阅览室，申请购买

儿科护理电子期刊；建立儿科护士群，设置理论及操作知识

专项。（6）改进静脉穿刺操作手法。成立静脉穿刺技术专

项培训小组：成员包括：1名国家级静脉治疗师，N4护士 1

人、N3 护士 2 人；一对一带教，自制血管模具，录制静脉

穿刺技术培训视频；每季度召开静脉穿刺技巧经验交流会；

修订《儿科静脉穿刺技术规范及流程》，将固定方法标准化：

（1）将传统握拳式改为 CCL 固定法。（2）将 U型固定法

改为交叉固定法。（3）将原有的留置针延长管处的 S 型固

定法改为高举平台法。每季度一次穿刺技术考核并根据结果

进行奖惩。

1.3 观察指标

调查 2018.11.12 至 2018.12.2 共 256 例住院患儿周围静

脉输液外渗率，与品管圈活动开展前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通过率（%）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通过（平均数±标准差）表

示。

2 结果

品管圈活动前后静脉输液外渗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下表 1所示：

表 1 静脉输液外渗率对比[n（%）]

时间 例数 静脉输液外渗率

开展前 293 112（38.23）

开展后 256 41（16.02）

X2 / 33.526

P / 0.000

3 讨论

周围静脉输液指的是利用液体静压原理，将一定量的无

菌溶液（药液）直接滴入周围静脉的一种输液方式[3]。药物

外渗指的是在静脉输液过程中，腐蚀性药液进入静脉官腔以

外的周围组织[4]。在儿科患儿静脉输液过程中，由于患儿年

龄较小，对护理的配合能力较差，且静脉细小，不易发现，

输液时容易发生药物外渗的情况，可能导致肌腱、神经和肌

肉等坏死，预后较差，不仅影响了患儿的身心健康，还可能

导致护患纠纷[5，6]。有研究显示，我国国内儿童液体外渗率在

0.6%~20%之间，但公共卫生研究人员证实平均仅有

10%~20%的被报告过，因此我国儿科患者外渗发生率、危险

因素和治疗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7，8]。因此，临床中应

加强对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外渗关注，采用有效的措施，

降低药物外渗率，保证临床治疗及护理的安全性，改善患儿

预后。

本次研究通过品管圈活动降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输液

外渗率，结果显示，品管圈活动前后静脉输液外渗率对比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所使用的“超人聚能环”

通过高分子热塑形材料制作，能有效固定输液部位，减少输

液过程中因手腕部活动而引起药物外渗。使用前护理人员能

够检查内部是否平整，使用时评估松紧是否适宜，使用中定

时观察患儿局部血运情况，用毕及时取下，避免患儿关节活

动长时间受限，影响皮肤及血液循环等。且针对每位患儿量

身定做，用后毁形处理，有效避免了交叉感染。通过制定临

床药师与临床医师协作制度，固定专人每月两次参与专科查

房，加强处方审核，收集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物损害事件，为

临床医师、护士提供合理用药培训和咨询服务。另一方面，

通过建立儿科高浓度药物使用管理制度，规范了临床用药，

根据患儿病情适时调整，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综合患儿

病情及保护外周静脉的需求，调整儿科外周静脉输液常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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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刺激性药物钾离子输入浓度为 0.3%降至 0.2%；钙离子

输入浓度由 5%降至 3.3%，钠离子浓度由 3%降至 0.9%，进

一步提高了输液的安全性。此外，品管圈活动还提出了儿科

静脉输液操作流程：（1）将原有评估患儿血管条件部分增

加了对药物性质的评估；（2）将原有穿刺途径选择增加了

PICC 通路；（3）将健康宣教部分进行优化，增加了健康宣

教的途径；（4）对输入刺激性药物患儿巡视，巡视间隔时

间由 1h 更改为 30min 并悬挂加强巡视警示标识。通过以上

措施，能对儿科护士的静脉穿刺操作进行有效的指导，有效

降低了周围静脉输液外渗率。

综上所述，品管圈活动能够有效降低住院患儿周围静脉

输液外渗率，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力，在保证护理

质量的同时，为患儿提供了更全面的护理服务，值得在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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