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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临床上，静脉注射是一种常用的给药方式，根

据 2013 年的相关调查显示，在我国，对住院患者的静

脉给药方式的使用率高达达 74.4%%，大约是美国的 10

倍之多 [1]。长期以来，传统的静脉药物配置一般由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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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开放的病区环境中完成，对药物的质量产生一定

的影响，很难保证配置出的药物质量，影响对患者的治

疗效果 [2]。特别是在配置细胞性毒物时，暴露在开放的

空气之中，对病区的空气造成污染，降低空气质量，危

害着护理人员、患者及家属的身体健康。为了避免以上

缺陷，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纷纷建立。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PIVAS）是医院为了创新管理和发展模式按照标准建立

起来的全新科室 [3]。中心的工作人员全部受过专业的培

训，严格按照规定配置静脉用药，保证临床治疗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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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但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发现，常规的管理模式在实

施工作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了进一步验证精细化

管理在临床运用上具有的积极意义，本次研究选取近两

年在我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工作的护理人员 50 名，进行

合理分组，展开调查，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现报告

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近两年在我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工作的护理

人员 50 名，进行合理分组，展开调查，按照区组随机

化的分组方式，分为实验 A 组（25 名）与实验 B 组（25

名）。其中实验 A 组男性 2 名，女性 23 名，年龄段为 24—

45 岁， 均 龄（33.38±2.91） 岁， 实 施 常 规 管 理； 实 验

B 组 男 性 2 名， 女 性 23 名， 年 龄 段 为 24— 45 岁， 均 龄

（34.19±2.43）岁，实施精细化管理。纳入研究的工作

人员均为我院的正式员工，在岗期间无离职或岗位调动，

工作时间＞ 2 年，对本研究均知情且同意参与。为保证

本次研究结果的正确性，研究结论对医护人员后续工作

的开展有指导作用，对 50 名工作人员的临床资料进行对

比，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1。

表1-1　两组护理人员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n）

均龄（岁）
男 女

实验 A 组 25 1 24 32.38±2.91

实验 B 组 25 2 23 34.19±2.43

t/X2 0.474 0.352 0.710

P 0.518 0.479 0.426

1.2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存在问题

随着医院的服务群体不断扩大，民众对自身的健康

和用药安全也更加关心。目前，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在实

际工作中仍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①管理模式滞后。实际上，目前的大部分静脉药物

配置中心的管理模式都存在缺陷，作为管理中的重要角

色，护士长在日常工作中，注重点一般放在对药物的配

置以及数量庞大且繁杂的行政事务中，往往忽略了对配

置质量的管理，缺乏管理知识和实际管理经验。同时，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并不是

十分高，普遍受到的是中等教育，其专业知识以及临床

护理经验十分有限。②工作考核未能落到实处。目前，

在我国的大部分医院中都存在相应的工作人员考核。但

在实际的考核过程中，工作人员并未将其作为对自身医

德与专业素养的评定，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负担。③管理

制度不完善。医院的部分护理人员由于缺乏新型的管理

理念，往往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部分护士长

等在从事配置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其他无关专业的工作，

无法对自身的岗位职责进行正确的认识。④人力资源缺

乏。由于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工资待遇较低，大部分护

理专业的毕业生并不愿到该部门任职，导致部门人员缺

乏，护理人员的工作量严重超标，工作职责和岗位混乱，

工作中可能出现较多的问题 [4]。

1.3 方法

为对比精细化管理的实际应用效果，在研究中对护

理人员实施合理分组，并施以不同的管理方法。实验 A

组实施常规管理，实验 B 组实施精细化管理，具体内容

有：

①成立管理小组，由组长与副组长对具体管理流程

进行规划统筹，联合小组成员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对管理内容进行完善。定期对小组成员开展培训，

在培训后进行相关考核，要求组员必须通过，以扩宽护

理人员知识面。②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人员对医嘱进行审

核，严格核对药物的相关信息，确保医嘱开药的正确性

与安全性，保证患者安全用药。应用医院的药物检测系

统对医嘱药物进行二次审查，核对是否存在不合理用药。

③由于静脉配置中心的配置室为封闭环境，相关人员应

当检查配置室内的空气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出现污染等

现象。对危险药物配置场所进行集中化的管理，配置人

员严格按照规定流程执行，配置人员应当进入更衣室进

行更衣，对全身进行消毒处理，防止将细菌或病毒带入

配置室，保证药物的纯净性。在配置工作完成后，及时

更换衣物，进行身体特别是手部的清洗，对使用过的物

品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细菌污染。在配置中心设置有效

的空气进化系统，保证护士工作中吸入的空气尽量安全

无害，降低吸入有害物质的风险。④配置中心人员对配

置好的药物进行分区放置，对等待配置的药物通过张贴

标签进行区分，防止混淆。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用药

时可以通过扫描条形码查询到患者的相关信息以及药物

配置人员的信息。⑤有关专家指出，上岗后的配置中心

护士配置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在护理院校学习时未

接受专业、全面的职业教育。因此，医院可以通过科室

内部培训、召开讲座等方式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再教育，

提高配置中心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以使配置工作顺利、

有序进行。⑥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安排专门人员与其他临

床科室进行沟通，采集意见和建议，对药物配置工作进

行优化，将优化后的策略作用到下一实施过程中，对改

进结果进行进一步跟进。

1.4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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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 21.0 软件处理，用 t 和 X2 检验，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工作人员工作质量比较

通过对比两组实验数据可知，在实施差异性管理

后，实验 B 组处方缺陷率（为发生处方缺陷）较实验

A 组（12%） 更 低，P ＜ 0.05； 实 验 B 组 平 均 配 置 时 间

（2.18±0.52min）较实验 A 组（5.87±1.52min）更短，P

＜ 0.05，详细数据见表 2-1。

表2-1　两组工作人员工作质量

组别 例数 处方缺陷（%） 配置时间（min）

实验 A 组 25 3（12.00） 5.87±1.52

实验 B 组 25 0（0.00） 2.18±0.52

t/X2 5.553 14.527

p 0.011 0.000

2.2 两组工作人员的管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 B 组工作人员的管理满意度（92%）较实验 A

组（80%）更高，P ＜ 0.05，见表 2-2。

表2-2　两组工作人员管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很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

A 组
25 8（32.00） 12（48.00）5（20.00）20（80.00）

实验

B 组
25 14（56.00） 9（36.00） 2（8.00） 23（92.00）

t 7.314

P 0.007

3　讨论

静脉给药是在对进行临床治疗时采取的主要途径，

通过静脉药物的额输入，帮助患者改善身体机能，补

充患者所需营养。由于药物通过静脉可以进入人体参

与循环，因此不合理的选药可能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同时引发其他并发症。传统的静脉药物配置一般都

是医护人员根据医生的处方进行配置，在此期间容易发

生药物受到感染或者交叉感染，难以保证患者用药的安

全性。部分护理人员，自身的保护措施并不到位，长期

接触有毒性的微粒，对护理人员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影

响。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建立，使配置人员能够在相对

封闭的环境进行药物配置，减少了对开放环境造成的污

染，PIVAS 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患者的临床用药安全。

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能够保证在配置过程中的操作规

范、正确，确保了配置药物的质量，提高了患者的用药

安全性，同时对医院的人力进行有效地利用，避免人手

闲置 [5]。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作为医院基础却又极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该科室工作质量的好坏对临床工作以及患者的

治疗、护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该项工作要求护理

人员必须仔细、负责为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顺利进行提

供保证。近两年，在我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工作的护理

人员大约为 50 人，每天需要配置的药物量较大。在本

次研究中，在实施差异性管理后，实验 B 组处方缺陷率

（为发生处方缺陷）较实验 A 组（12%）更低，P ＜ 0.05；

实 验 B 组 平 均 配 置 时 间（2.18±0.52min） 较 实 验 A 组

（5.87±1.52min）更短，P ＜ 0.05；实验 B 组工作人员的

管理满意度（92%）较实验 A 组（80%）更高，P ＜ 0.05。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通过采用精细化管理，对相关规章

制度尽心进一步的完善，配置人员经过专业化的统一培

训，操作相较于普通的护理人员更加规范，确保信息有

效、及时沟通。

综上所述，精细化管理对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工作

意义深远，重点把控药物配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与

细节，有效保证了药物配置的质量和效率，管理质量体

系更加完善，临床价值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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