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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干预对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应用效果及护理

价值体会 
田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要：目的：浅析持续质量改进管理护理与患者用药安全性及情绪状态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210 名患者进行研究，并将其两组均分组内

设置 105 名患者记名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选择常规用药管理，实验组，选择持续质量改进管理护理，对最终的用药质量进行评价，

分析组间差异。结果：比较两组的患者信息核对错误发生率、剂量错误、重复用药、剂型不适宜等发生率，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均不如实验组，统计数值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持续质量改进

管理护理在静脉用药患者用药安全性及依从性中进行干预，效果良好能够提高临床用药合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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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医疗实践中，持续质量改进（CQI）管理理念已

成为推动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CQI是一种动态

的、持续的过程，旨在通过系统地评价和改进医疗实践、流

程和服务来提高患者护理的质量和效率。该理念基于循环的

质量管理方法，如普遍应用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

动）模型，强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制定改进计划、实施计

划并对结果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进行持续改进。CQI在医

疗领域的应用覆盖了广泛的方面，包括患者护理、用药安全

性、医疗设备管理等。特别是在药物管理领域，CQI的实施

对于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提高用药合理性和依从性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药物管理是医疗服务中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

药物的选择、处方、调配、分发和监控等多个环节。任何环

节中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患者用药安全问题，甚至危及患者生

命。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采用科学的方法

和技术对药物管理过程进行持续监控和改进，是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策略。本次研究浅析持续质量

改进管理护理与患者用药安全性及情绪状态临床效果。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实验选择本院静脉用药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

将其中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间接治的 210 例患者纳入

实验作为研究对象，随后应用双色球分组法分组，抽取到橙

色球的患者为对照组，抽到绿色球的患者为实验组，每组

105 例患者。实验组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分别有 55 例

和 50 例，年龄最小者 52 岁，年龄最大者 82 岁，平均年龄

（69.4±6.7）岁，对照组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分别有

53 例和 52 例，年龄最小者 50 岁，年龄最大者 83 岁，平均

年龄（70.1±6.9）岁。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信息，结果差异具有均衡性，

可以进行研究（P＞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持续质量改进管理护理，注意观察

和记录患者的用药情况，是否存在不良反应等，及时调整剂

量。 

实验组患者实施持续质量改进管理护理干预，具体内容

如下： 

1.2.1 实施个性化药物管理和教育 

从护理人员的角度来看，个性化的药物管理和教育是优

化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工作效率的关键。首先，护理人员应深

入了解每位患者的医疗背景、药物历史和特定需求。这一过

程包括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收集患者的过敏史、既往

病史和当前的药物使用情况。基于这些信息，护理人员可以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药物管理计划，确保药物的正确选择和

剂量的精确配置。此外，护理人员还需定期对患者进行药物

教育，包括药物的作用机理、副作用、正确的用药方式和时

间，以及潜在的食物和药物相互作用，从而提高患者的用药

依从性和安全性。通过个性化的管理和教育，护理人员不仅

能有效降低用药错误和不良事件的风险，还能增强患者对治

疗过程的信心和满意度。 

1.2.2 强化药物配置和核对流程 

在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确保药物配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是护理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护理人员应采用严格的药物

配置和核对流程，以防止药物错误。这包括实施双重核对系

统，即在药物配置和交付给患者之前，至少有两名资质的护

理人员独立核对药物的名称、剂量、途径和患者信息。此外，

利用条形码技术进行药物核对，可以进一步提高核对的准确

性和效率。护理人员还需定期参与培训和教育活动，以确保

他们熟悉最新的药物知识和配置技术。通过强化药物配置和

核对流程，护理人员可以有效减少药物配置过程中的错误，

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和准确性。 

1.2.3 优化护理流程和团队协作 

在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工作的护理人员，需要具备出色的

流程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优化护理流程意味着不断评

估和改进药物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药物的接收、存储、配

置、审核和交付。护理人员应参与到流程改进的各个阶段，

提出建议，识别瓶颈，实施效率提升措施。同时，强化团队

内部的沟通和协作，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问题的及时解

决。举例来说，定期举行跨职能团队会议，讨论药物管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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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共同探索解决方案。通过优化护理

流程和加强团队协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等待时间，

提升患者满意度。 

1.2.4 实施风险评估和管理 

护理人员在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另一关键职责是进行

持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这包括定期识别和评估药物管理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如药物过敏、交叉感染、药物相

互作用等。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护理人员需制定和实施相

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如制定紧急应对程序、提高特定药物的

警觉性、加强特殊人群（如儿童、老年人）的药物管理。同

时，护理人员应积极参与安全文化的建设，鼓励团队成员报

告近失事件和不良事件，从中学习，持续改进。通过有效的

风险评估和管理，护理人员可以预防和减轻潜在的用药风

险，保护患者安全。 

1.3 评价标准 

干预结束以后对两个小组的心理状态评分和用药情况

进行分析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本 次 研 究 中 涉 及 到 的 统 计 数 据 应 用 SPSS21.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处理，患者用药情况与心理状态评分选择

分别应用X2 与t进行组内比较，由我院数据统计人员对结果

进行记录，并对组间差异进行分析，若P＜0.05 说明组内数

据对比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退药情况对比 

比较两组的患者信息核对错误发生率、剂量错误、重复

用药、剂型不适宜等发生率，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退药情况对比 

组别 剂量错误 重复用药 剂型不适宜 患者信息核对错误 

对照组（n=105） 14（13.33%） 17（16.19%） 13（12.38%） 12（11.43%） 

实验组（n=105） 0 2（1.90%） 1（0.95%） 0 

X2 8.9154 9.9185 10.1959 10.1565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对照组患者的SDS、SAS评分均不如实验组，统计数值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对照组 105 49.28±1.16 48.54±1.06 

实验组 105 29.56±1.32 32.49±1.04 

T  10.1569 10.2599 

P  0.0000 0.0000 

3 讨论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IV Pharmacy Compounding Center）

是医院内专门负责配置、审核和分发静脉注射用药的部门。

这些中心采用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准确

性和合理性，从而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物治疗。在这些中

心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药师和护理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以便能够正确处理和配置药物，同时确保

遵守所有相关的卫生和安全规定。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在提高

用药安全性、减少药物错误以及提升患者治疗效果方面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中心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包括药物配置错误、交叉污染的风险、人员培训和教育需求

等。因此，持续质量改进（CQI）在这些中心的应用显得尤

为重要。 

研究结果强调了持续质量改进管理护理在静脉药物配

置中心的应用价值。通过持续的质量监控和改进措施，可以

有效减少药物配置中的错误，提高药物用途的合理性，从而

增强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此外，CQI策略还促进了跨

职能团队之间的协作，增强了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和参与感，

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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