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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品管圈在提升健康管理中心体检报告时效中的应用。方法：选取实施品管圈前即 2019 年 1 月至 3 月接受体检的 1000 例顾客为对

照组，选取实施品管圈活动后，2021 年 1 月至 3 月接受体检的 1000 例顾客为观察组，两组体检顾客各项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为之前常规出报告流程，观察组在其基础上加入 QCC 改善方法，对比应用效果。结果：分别对比两组团队、个人体检报

告完成时长，对照组团队报告完成时长为 11.8 个工作日，个人报告完成时长为 9.8 个工作日，观察组团队报告完成时长为 5.8 个工作日，个人报告

完成时长为 5.4 个工作日，差异较为明显，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品管圈活动在提升健康管理中心体检报告时效的应用效果显著，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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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全称为品质管理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是由相同、

相近或互补性质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组成数人一圈的活动团队，通

过全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运用科学的统计工具及

品管手法，来解决工作现场、管理、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及课题的

活动，该种模式强调分工合作，通过不断地改善工作思路，以提高护理

工作效率及质量[1-2]。健康体检作为预防慢性病，防治亚健康的第一道关

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自觉来做健康体检的群体自我保健意识

增强[3],对体检中心各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高，健康管理中心完成体检报告

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到受检者体验感受和满意度。体检报告完成时

间，也是我院健康管理中心至关重要的医疗品质指标。本文探讨品管圈

在提升健康体检报告时效应用成效加以对比分析，详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单位简介 本单位为清华大学附属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常规业务分为个人体检、团队体检。常规出报告时程自转档、

汇总、总检、打印装订平均10个工作日。 

1.2 临床资料 

选取实施品管圈前即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体检顾客 1000

人为对照组，其中个人体检 500 人，团队体检 500 人。同样选取实施

QCC 活动后即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体检顾客 1000 人为观察组，

两组体检者各项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3 方法 

1.3.1 成立品管圈小组  

健康管理中心已于 2016 年 6 月成立了品管圈小组，确定圈名为“践

康圈”，本次为“践康圈”的第三次品管圈活动。 

1.3.2 主题选定 通过头脑风暴对科室护理工作现状予以分析，依据

可行性、迫切性、圈能力、上级政策进行评分，结果该选题总分最高，

故最终确定“提升健康管理中心体检报告时效”为本次活动的主题。 

1.3.3 选题理由 健康体检报告是体检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健康体

检机构反映体检质量的最直接产品，产品的发放时效是健康体检流程中

的至关重要的环节[4] 。《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应当

加强健康体检中的信息管理，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完善的

健康管理系统、一站式的自助化健康体检系统【5-7】，在减少医疗人力浪

费的前提下，提高报告时效，达到双赢的目的。 

1.3.4 现况把握 体检报告完成时间现况，系统随机抽样导出 2019

年-2020 年 1 月至 3 月份 1000 人次（包括个人 500 人、团队 500 人）

的体检报告时效统计表，依照既定规则个人/团队顾客体检报告时效为

10/15 个工作日。个人/团队体检报告平均 9.4/11.8 个工作日，报告时效

依照个人报告、团体报告两类进行分析。 

1.3.5 目标设定  

目前无相关文献证据，同侪医院出报告时效各不相同，且依赖于信

息系统的支持。故本次改善重点参照品管圈人员的圈能力及品质管理核

心小组的期望目标设定（期望缩短 2 个工作日）：个人/团队体检报告下

降至 7.4/9.8 个工作日 。 

1.3.6 要因分析 

针对个人/团队体检报告时效 9.4/11.8 工作日进行要因分析，得出 6

项要因，进行真因验证，依照 20/80 法则，影响体检报告时效主要有以

下 4 项真因：报告总检时效无管控机制、插报告内容过多，耗费时间；

人工录入过多；登记报告时效长四项累计占比 84.21%； 

1.3.7 对策拟定与实施 

品管圈小组成员按照 PDCA 循环法，对 4 项真因进行重点整改。遵

照二八法则，选择 80%以上作为实施对策，共选出 5 项对策作为改善重

点：取消登记表报告进度资讯化、设定报告进度管控机制、促进仪器与

系统关联转档、系统转档后，取消纸质版报告、一键列印功能及电子报

告查询。 

1.3.8 具体对策实施 

（1）设定报告进度管控机制 

①、与妇科检查室协商，报告时效缩短至 5 个工作日：10:00 前送

检体，尽量保障当天执行，建议检查室扫码带入信息，避免信息错误（检

体信息条码生产）；  

②、构建总检医师团队，明确报告时效及制度 

（2）资讯-健康管理系统相关改善：仪器与体检系统建立关联，自

动导入体检系统；电子报告导出，实现一键列印功能。 

      （3）取消进度登记表：完善系统登记功能，专人管控、定

期查看。 

1.4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完成体检报告的时间。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用频数、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来表示，

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应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有形成果 ：疫情原因，抽取 2021 年 1 月-3 月的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如下表： 

表 1：体检报告完成时长（改善后） 

分类 人数 
平均完成

报告时间 

目标时

长 

最短时

长 

最长时

长 

个人体检顾客 500 5.4 7.4 2 7 

团队体检顾客 500 5.8 9.8 3 10 

个人报告时效目标达成率：166.67%；改善率：42.55% 

团体报告时效目标达成率：214.29%；改善率：50.85%  

2.2 无形成果 通过本次品管圈活动，圈员在解决问题的能力、责任

心、沟通协调、自信心、团队凝聚力、积极性、品管手法、和谐度等方

面能力均得到了较大提升。尤其团队精神、工作积极性、执行力等方面，

建立了人人参与护理质量管理的良好氛围。  

3 讨论  品管圈的管理模式主要强调集中所有医疗人员的智慧，并

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同时综合展现各个部门以及多个团体之间的协

作、互补，从而更好的确保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和完成【8】。健康管理科中

引入QCC 管理，其意义较为重大，经完善日常工作和不断的发展，使

受检者获得的服务水平更加优质，使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增加，其实用价

值较高【9】。品管圈作为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方式能促进全员参与科室

管理，让基层护士也有了体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为科室的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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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提升健康管理中心体检报告时效的品管圈活动，通过各个

出报告环节的讨论，从人工问题，系统问题逐条改善，大大提升了出报

告效率，为体检顾客节省时间，提高体检顾客满意度。满意度高低与体

检质量有关系，但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体检报告，是他们较直观的评

价标准。活动开展不仅显著提升出报告效率，提高科室运营效率，同时

也提升服务质量和顾客就医体验。而且通过质量持续改进，不断摸索与

创新，形成高效、优质、安全的作业流程。本次品管圈活动在提升健康

管理中心体检报告时效中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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