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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仕宽  柳敏  王华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人民医院  云南曲靖  655800） 
 

摘要：目的 探析 PDCA 循环管理在降低手术室麻醉药品差错中的合理应用。方法 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实行的 PDCA 循环管理前后的手

术室麻醉药品管理情况进行有效分组，2021 年 1 月-6 月未实行 PDCA 循环管理，为 AAA 组，2021 年 7 月-12 月已实行 PDCA 循环管理，为 BBB 组，

比较两组的麻醉药物管理情况。结果 BBB 组手术室的药物分类、药物摆放、药品环境、管理舒适度皆明显优于 AA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针对手术室麻醉药品管理过程中使用 PDCA 循环管理具有高效的管理效果，改善手术室麻醉药物管理水平，提高药物使用的安全性，提

升管理舒适度，降低手术室麻醉药品差错，避免危害患者健康，值得在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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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疾病种类不断增多，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使

得绝大多数患者需要依靠手术治疗改善自身的疾病状况。而手术室

麻醉药品室手术中必不可少的，麻醉药品的使用减轻患者的手术疼

痛度，推动手术顺利完成。可见，增强对手术室麻醉药品的管理对

于提升疾病治疗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使得药物的使用更加安全可

靠，确保患者健康。但近年来，手术室麦子药品出现差错导致的医

疗事故较多，严重影响了医患关系，不利于医院的名声和荣誉。因

此，医院应当重视对手术室麻醉药物的管理。PDCA 循环管理是一

种综合性的管理措施，有效将管理内容细化，分部管理，有效避免

事故的发生，具有良好的临床使用意义。本研究选取了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药品管理情况进行研究，现进行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实行的 PDCA 循环管理前后

的手术室麻醉药品管理情况进行有效分组，2021 年 1 月-6 月未实

行 PDCA 循环管理，为 AAA 组，2021 年 7 月-12 月已实行 PDCA

循环管理，为 BBB 组。其中，AAA 组药物管理人员 20 人，最大年

龄为 57 岁，最小年龄为 30 岁，平均年龄为（43.18±2.47）岁；BBB

组药物管理人员为 20 例，最大年龄为 55 岁，最小年龄为 28 岁，

平均年龄为（45.29±2.76）岁。两组管理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AAA 组采用常规的管理措施，主要是根据手术室麻醉药物管理

的相关条例，对麻醉药物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增强麻醉药物管理人

员管理技能的掌握，对手术室进出的麻醉药物进行详细记录，并回

收麻醉瓶。并在药物管理过程中及时处理过期的麻醉药物，避免出

现药物误用，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影响治疗。 

BBB 组采用 PDCA 循环管理。首先对已经发生的手术室麻醉药

物误用现象进行分析，查缺补漏，避免再次发生药物误用的现象。

同时让麻醉药物管理人员充分意识到药物合理使用的重要性，重视

对药物管理，增强自身的专业度，优化手术室麻醉药品使用条例，

做好每一瓶麻醉药物的出入记录，回收麻醉瓶，并保存。其次，根

据相关计划，有效实行对手术室麻醉药物的管理和摆放等，对于不

同功效的麻醉药物进行标记，合理区分，便于正确使用。另外，在

手术进行前，应当对手术室的各种麻醉药物进行检查、清点，若出

现不合理现象及时更改，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降低药物出错率。 

1.3 疗效评价标准 

对两组间手术室药物分类、药物摆放、药品环境和管理舒适度

进行记录、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纳入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 sx ±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n，%）

表示，行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的麻醉药物管理情况 

BBB 组手术室的药物分类、药物摆放、药品环境、管理舒适度

皆明显优于 AA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一。 

表一 两组麻醉药物管理情况比较（ sx ± ） 

组别 人数 药物分类 药物摆放 药品环境 管理舒适度 

AAA 组 20 12.43±3.46 11.72±2.97 10.75±3.65 10.89±3.32 

BBB 组 20 18.75±3.17 18.41±3.08 19.84±2.66 18.90±3.14 

3 讨论 

PDCA 循环最先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沃特·阿曼德·休哈特

提出的，主要指的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基础和方法依据。该循环

方式主要分为八个步骤：第一是找出现存问题，并确定需要改进的

问题；第二是分析原因；第三是找出影响质量的主要因素；第四是

制定措施，改进计划；第五是执行计划；第六是检查结果；第七是

纳入标准，总结结果；第八是提出遗留问题，分析改进。目前，在

临床中对手术室麻醉药物的管理绝大多数医院使用的是该管理方

式，能够有效确保患者健康，促进手术顺利进行，避免医疗事故的

发生，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通过 PDCA 循环管理方式，能

够实现预防药品管理出现差错的情况，使得手术室麻醉药的药物分

类、药物摆放、药品环境更加规范，提高手术室管理的舒适度，保

证手术室麻醉药物管理更加有效安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BBB 组

手术室的药物分类、药物摆放、药品环境、管理舒适度皆明显优于

AA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充分说明了 PDCA 循

环管理对于临床手术室麻醉药物的管理具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手术室麻醉药物的正确使用

率，患者健康得到保障。 

综上所述，使用 PDCA 循环管理对麻醉药物使用进行监督使用，

改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错误，提高麻醉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和合

理性，降低药物差错的发生，值得在各科室药剂管理中广泛推广及

应用。 

参考文献 

[1]廖甜甜.PDCA 循环用于手术室麻醉药品管理降低药品差错

的效果[J].中国卫生产业,2019,16（11）:85-86. 

[2]钟洪,吴京,张万智.失效模式和后果分析以及 PDCA 持续质量

改进在手术室麻醉药品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合理用药探

索,2020,17（6）：14-19. 

[3]谢爱花.PDCA 循环法在改善药房管理质量及降低药品应用

差错率中的作用[J].药品评价,2020（4）：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