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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在静配中心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周贞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00)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在静配中心安全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本院静配中心在 2021.1-2021.12 期间未实施护理标识联

合垂直管理模式，筛选出我院配制的 6743 份药物为研究对象；本院静配中心在 2022.1 月之后正式实施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筛选出

2022 年我院配制的 5387 份药物为研究对象；对比实施前后配药工作的差错率、工作人员工作质量、满意度等。结果 在实施护理标识联合

垂直管理模式之后，差错率明显降低，前后对比差异明显，P＜0.05；实施后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达标率是 91.30%明显超过实施前 69.57%，

大幅度提升，且满意度也明显增加，前后对比差异明显，P＜0.05。结论 通过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有利于增强静配中心安全管理水

平，并且也能够逐步减少药物配置期间的差错率，增强工作人员工作质量，整体来看，该管理模式的应用存在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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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静配中心是医院的一个重要科室，它的职责是对患者进

行药物发放、配制等。该部门的创建能够真正地改变医院配药期间

出现的污染现状，确保整个工作交给专业人员进行推进，方可最大

化地增强药物配置的精准性与安全性。假若在静配中心出现管理失

误及不当等问题，必然会对患者的临床用药安全及有效带来不利影

响。本文着重探讨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在静配中心的实施效

果，相关内容如下。 

一、资料及方法 

（一）常规资料 

本院静配中心在 2021.1-2021.12 期间未实施护理标识联合垂直

管理模式，筛选出我院配制的 6743 份药物为研究对象；本院静配

中心在 2022.1 月之后正式实施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筛选出

2022 年我院配制的 5387 份药物为研究对象。本院静配中心的工作

人员数量是 23 名，男女之比是 3:20；年龄在 21-50 岁之间，中间

值是（37.46±4.33）岁。以上所有工作人员的基本资料、文化水平

等不存在统计学价值，P＞0.05，本实验研究已经得到本院伦理组委

会审批。 

（二）方法 

本院静配中心之前选择的是常规管理模式，从 2022 年 1 月份

之后正式实施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其内容是：首先，把静

配中心工作和管理全面结合，对全部工作人员实施业务培训与指

导，例如：业务能力训练、工作技能指导、业务知识更新等，接下

来还需要加强临床操作技能训练。随后根据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优缺

点为其针对性地安排工作内容，整个工作期间必须要严格遵循岗位

管理制度[1]。 

1.护理标识：①把静配中心的药物按照形状、功能等进行分类，

普通药物或经常使用、抗感染及抗生素、中成药、高危及抗肿瘤等

药物分别置于蓝色、黄色、灰色、红色等不同区域。并且，针对静

注药物来说，则需要通过纸质标签备注药物的具体功能、名称、不

良反应等，然后粘贴黑色标签给予区分。②静配中心工作人员必须

要穿戴特殊工服。科室内的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的服装也需要显著

区分开来，比如：实习人员需要身穿粉色工作服，药物配制人员需

要身穿蓝色工作服，抗感染药物配制人员需要身穿白色工作服。 

2.垂直管理：在实施相关管理策略之前必须要加强工作人员的

管理意识，确保其逐步增强专业数字。在培训期间需要使其认识到

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源的竞争等同于人才的竞争。接下来需

要把工作效率、工作期间等出现的问题和员工的薪酬福利等相挂

钩。现今，由于社会压力不断攀升，分配制度改革备受重视，工作

期间一般需要通过薪资观点来解决规章制度中出现的不合理问题，

方可最大化地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促使其工作质量逐步提升。在

本实验中，需要了解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综合实力，由此来精准确定

其绩效薪资，确保其在适宜的岗位上高质量地开展工作。 

垂直管理必须要从上至下方可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静配中心的

工作人员管理来说，需要对其进行不定期筛查，确保其一直处于认

真的状态下。另外还需要创建考核制度，然后将考核结果与其薪酬

福利相结合，最大化地增强其工作热情[2]。 

（三）指标分析 

对比实施前后配药工作的差错率、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及满意度

等。差错情况一般是指：检查、配制、分发等环节出现的错误问题，

每一项是一分，分值愈大说明差错愈多。工作质量是通过本院自行

编制的员工工作质量考核量表进行评价，包括四个评价等级：优秀、

良好、及格、不及格。 

满意度是由本科室编制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量表进行评价，包括

三个评价等级：满意、非常满意和不满意。 

（四）数据分析 

此实验数据需要利用 SPSS27.0 软件开展统计处理，在进行计

数、计量等指标检验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 x2、t 检验，然后分别

利用（n,%）、（x±s）进行表达，如果 P＜0.05，意味着其之间的差

异明显，值得开展统计学分析活动。 

二、结果 

（一）统计对比实施前后的差错评分 

在实施后工作人员的差错评分明显小于实施前，其之间的数据

对比具有差异性，P＜0.05；其数据可参考表 1 介绍。 

表 1  统计分析实施前后的差错评分（x±s） 

时间 例数 检查差错/分 配置差错/分 分发差错/分 

实施前 23 3.34±1.11 3.15±0.97 3.85±1.11 

实施后 23 1.23±0.28 1.44±0.35 1.24±0.26 

（二）统计对比实施前后工作人员工作质量 

实施后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达标率是 91.30%明显超过实施前

69.57%，前后对比差异明显，P＜0.05。其数据可参考表 2 介绍。 

表 2  统计分析实施前后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达标率（n,%） 

时间 例数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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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前 23 6 6 4 7 16（69.57）

实施后 23 13 5 3 2 21（91.30）

（三）统计对比实施前后工作人员满意度 

实 施 后 工 作 人 员 工 作 满 意 度 是 86.96% 明 显 超 过 实 施 前

65.22%，前后对比差异明显，P＜0.05。其数据可参考表 3 介绍。 

表 3  实施前后工作人员满意度（n,%） 

时间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施前 23 5 10 8 15（65.22） 

实施后 23 14 6 3 20（86.96） 

三、讨论 

由于我国医疗技术的持续发展，大部分疾病在临床上的治愈率

大大提升，对此，现今人们对医疗工作提出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不但需要治愈疾病，而且还需要在护理干预方面逐步提高服务质

量。静配中心是静脉注射药物的配制中心，该科室是各大医院的一

个重要科室，各项工作必须要严格遵循 GMP 标准规定。该部门的

工作人员一般包括两大类，药师与医护人员等，同时确保每一个操

作过程都需要在无菌的环境下进行，方可最大化地确保患者的用药

安全及有效。对此在实际管理中，必须要对静配中心的工作人员加

强岗位培训与指导[3]。 

由于静配中心是医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科室部门，它需要为在

院病患提供药物配置等服务。考虑到一些药物存在一定的独特性，

那么工作人员不但要严格遵循配置流程，而且还需要预防一些毒性

药物的毒性反应，并掌握抗生素的正确使用方法。该科室的工作质

量的高低不但会对医院资源的损耗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也与医

院的整体管理水平密切相关，所以若要确保在实际配置期间避免浪

费资源与人力等，则需要严格控制各项流程，确保工作人员能够在 

有限的时间及资源内对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支持。另外，静配

中心必须要确保护理服务质量提升，这也是增强护理工作安全性的

一个重要策略，方可确保患者在静脉给药的过程中能够最大化地获

得显著疗效。不过，若在静脉给药期间发生差错等，必然会对患者

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由此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纠纷或矛盾等[4]。 

对此，医院静配中心必须要制定一套相对科学、完善、成熟的

管理机制，需要管理人员与业务人员进行有效配合，方可最大化地

增强患者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合理性。不过在实际管理期间，

因为该科室涉及到的药物繁多，对于很多实习生或者经验缺乏的工

作人员来说，极易在工作期间出现错误，即便工作期间有标签给予

提示，也难免会出现乱拿乱放等行为。常规的标识管理仅能够区别

药物的类型、功能及用药方法，这些内容尽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无法确保相关管理制度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也无法帮助实习人

员更好地适应，这必然会在配药的过程中遭遇到一些风险威胁，对

于工作的高质量推进带来不利影响[5]。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探讨

的是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的 应用效果。对于护理标识来说，

它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不但能够帮助工作人员精准地识别药物，而

且还能够发挥警惕功能，确保整个科室的药物摆放更加地规范、有

序、整洁，由此能够最大化地降低药物错拿错放等风险；同时还能

够增强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安全风险观念等。通过一些临床专家

养家发现：在采用护理标识管理模式之后，各大医院静配中心发生

的差错率明显降低，这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是同步的，由此能够看

出，护理标识在静配中心的应用具备显著的实践优势，能够最大化

地降低工作人员的差错率。 

在静配中心实际工作中，增强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是非常重要

的，对此必须要规范地应用护理标识，确保各项工作的安全、有序

开展[6]。另外，还需要对相关药品进行规范化地管理，避免一些经

验丰富的工作人员通过主观思维进行判断与分析，并且还能够增强

其配制完成后主动审核的思维观念。由此来看，在使用护理标识实

施管理之后，也需要对药物进行规范摆放，确保其看起来更加地整

洁，有利于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当然，在实施护理标识

之后还需要联合垂直管理模式，方可最大化地增强静配中心的工作

质量，确保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大大提升。结合本文的实验结果来

看：在实施护理标识联合垂直管理模式之后，差错率明显降低，前

后对比差异明显，P＜0.05；实施后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达标率是

91.30%明显超过实施前 69.57%，大幅度提升，且满意度也明显增

加，前后对比差异明显，P＜0.05。由此能够看出，若把工作质量、

服务态度和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相结合，必然能够增强其工作热

情，同时还能够最大地增强其工作积极性。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全

部工作人员的岗位并非是长期固定的，一般需要按照排班制度，对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精力、工作时间等进行科学评估，然后定期工作

内容，由此能够最大化地增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让一些工作人

员增强上进心，并且还能够淘汰一些不求上进的员工，确保优秀的

工作人员能够获得鼓励，并由此能够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

作，确保工作效率大大提升，这对于增强医院内部的良性竞争是有

一定积极意义的。 

通常来说，垂直护理属于企业管理的一个常见方法，如果将其

与护理标识一起应用在医院管理工作中，通常不会有太多繁琐的步

骤。在静配中心实施垂直管理，有利于工作人员了解自身的具体职

责，由此能够在岗位上参与良性竞争，同时还需要对一些特殊岗位

的员工提供岗位补贴，最大化地增强其工作热情，确保静配中心的

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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