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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耗材材质复杂，品规繁多，在各级医疗机
构中应用广泛，其质量影响着医疗行为的安全与质
量，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医院医用
耗材配送具有安全性、需求及时性等特点，其质量、
效率关系到医院正常诊疗工作的开展 [1，2]。品管圈
（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是由相同、相近或互
补性质工作场所的人自动、自发组成的数人小圈团
体，其团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
解决工作现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以提高工作效

率和质量 [3]。因其实用性、民主性及科学性，在
医疗卫生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我院专科用医用耗材品规繁多，医院仓
库面积有限，一旦医用耗材配送质量管理出现问题，
将导致急需耗材不能及时供应、库存积压、增加医
院运营成本等问题。因此我院通过对医用耗材配送
流程进行质量管理 [4，5]，开展 QCC 活动，提升医用
耗材的整体配送质量，对医院实际运营管理具有重
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7 — 12 月我院医用耗材配送订单
3 691 个作为对照组，另选取 2022 年 1 — 6 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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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C 活动的医用耗材配送订单 3 471 个作为观察组。
医用耗材配送质量管理的主要流程如图 1 所示，每
个环节的执行都将影响医用耗材的整体配送质量。
配送质量包括保质、保量、按时 3 个方面 [6]。

图 1　医用耗材配送质量管理的主要流程

1.2  方法
1.2.1  QCC 活动

（1）组圈。QCC 成员由医疗设备科、耗材配
送公司等部门（或单位）9 名骨干组成，由医疗设
备科科长担任圈长、医用耗材组组长担任辅导员，
QCC 名字定为“保送圈”[7-9]，寓意成员克服困难、
保质保量按时将耗材送达科室。在整个活动过程
中，圈长负责拟订圈活动的具体计划、内容与步
骤，定期组织圈员进行讨论与总结；辅导员负责指
导和监督整个活动，并对活动进行公正评价；圈员
则根据计划、内容与步骤，采用头脑风暴法，积极
参与活动实施，组织培训，团结协作，寻找真因。
（2）主题选定。圈内全体成员开展线下与线上会
议，采用头脑风暴法初步拟定了 4 项主题 [10-12]，
每个主题满分均为10 分，圈员从我院及上级政
策、可行性、迫切性、圈能力 4 个方向分别为 4 项
主题进行权重评分，最终“提高医院医用耗材配送
质量”得分最高，成为本次 QCC 活动的主题。
1.2.2  现状把握及目标设定

基于我院院内物流管理系统 V3.0 的统计数据，

对 2021 年 7 — 12 月各科室申请配送耗材的 3 691 个
订单进行分析，查找影响医用耗材配送质量的原
因。查验结果显示 39 个订单未按时配送，平均每
月 6.5 个；对未按时完成配送、影响配送质量的原
因进行统计与分析，绘制开展 QCC 活动前的柏拉
图，如图 2 所示。申请订单部分品规缺货个数占
总数的 69%，是本次活动需要重点关注与改善的问
题，减少未按时配送的医用耗材次数、提高医用耗材
配送效率及服务质量是本次活动的主要目标，判断问
题需要各相关科室及医疗设备科共同解决还是单独解
决，再通过计算及圈员的集体讨论，决定改善重点为
申请订单部分品规缺货，数值为 69%；圈能力经评估
计算，数值为 80%，按下列公式计算目标值。目
标值 = 现况值 -（现况值 × 改善重点 × 圈能力）= 

6.5-（6.5×69%×80%）=2.9，确定活动改善后的未
按时配送订单目标值为 2.9 个/ 月，降幅应达到 55%。

图 2　开展 QCC 活动前的柏拉图

1.2.3  要因分析
为精确查找影响我院医用耗材配置服务质量的

原因，保送圈组织开展了头脑风暴活动，对医用耗
材配送环节各流程进行梳理，运用鱼骨图对医用耗
材配送质量不到位的要因进行解析 [13]（图 3），最
后讨论得出部分耗材缺货是影响医院整体医用配送
质量的主要原因。
1.2.4  对策拟定与实施

针对鱼骨图分析的原因，圈员同样采用头脑风

图 3　医用耗材配送质量不到位主要原因分析鱼骨图



29

医疗装备 2023 年 5 月第 36 卷第 10 期 Medical Equipment, May. 2023,Vol. 36, No.10

暴方法，遵循 PDCA 的质量管理原则 [14-16] 拟定了
以下对策。（1）使用科室设置 1 名医用耗材固定
管理员，建立医用耗材管理员工作群，在群内及时
通告耗材管理相关信息，定期组织线上、线下培训，
使管理员熟悉耗材配送流程及相关规章制度，掌握
院内物流管理系统的使用。（2）对使用科室申请
耗材的品规、数量进行审批，驳回有问题的订单，
并通知相关科室耗材管理员；耗材品规发生变更
时，应及时在工作群内公告，增强与使用科室间
的沟通，确保使用科室申请耗材的品规、数量符
合实际诊疗工作，避免错申现象。（3）加强整个
医用耗材配送链中采购员、保管员及配送公司人员
之间的合作，建立迅捷的沟通渠道，遇到问题及时
反馈，确保耗材的采购、入库、出库等环节顺畅，
增强耗材配送团队的协作精神。（4）每月根据上
个月申请的订单及医院整体诊疗活动情况，科学制
订详细的采购计划，优化医院库存结构；在院内物
流管理系统中设置库存警戒功能，确保医院耗材
仓库库存量合理，特别是重点、急救类医用耗材。
（5）建立医用耗材供应商配送评价体系。由招标
采购办公室、医疗设备科及相关临床部门对供应商
的配送效率进行评分，满分 100 分，评分 60 ~ 80 分
的须进行整改，评分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供应商
将被淘汰。（6）加强对使用科室、医用耗材配送
公司的管理和考核，每月将考核情况以书面形式发
送至相关部门，重点考核使用科室的耗材管理、配
送公司的服务质量，在医院整体质量、运营管理中
体现考核成绩。
2  结果

经过此次 QCC 活动的开展和对策实施，圈员
在圈长、辅导员的带领下总结工作，进行了有形成
果和无形成果的确认。（1）有形成果。该活动开
展后，医院院内物流管理系统 V3.0.0 分析统计了
2022 年 1 — 6 月各科室申请配送医用耗材的 3 471 个
订单，其中 16 个订单未按时配送，平均每月 2.6 个，
降幅达 60%，低于活动目标值的 2.9 个 / 月。申请
订单部分缺货个数由 27 个降至 5 个，降低了 81%，
说明此次活动提高了我院医用耗材的配送效率，部
分缺货现象得到改善；同时，耗材库存结构得到有
效优化，临床科室二级库存积压减少，耗材运营资
金的占比降低，为医院运行节约了资金。绘制开展
QCC 活动后的柏拉图（如图 4 所示），与活动前的
柏拉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改
善效果显著。（2）无形成果。通过开展本次活动，
医用耗材组、使用科室及配送公司增强了沟通、协
作能力，提升了管理团队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

提高了我院医用耗材的整体配送运行效率。此次活
动期间，在医院组织的每月班组满意度调查中未出
现 1 例不满意事件，耗材配送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
团体工作得到各临床使用人员的认可，提高了医疗
设备科的医院保障服务形象。医用耗材配送质量管
理主要流程的梳理及时更新了医用耗材信息，特别
是耗材价格，确保了耗材收费的准确性，提升了患
者的满意度和医院的信誉。

图 4　开展 QCC 活动后的柏拉图

3  讨论
本研究将 QCC 活动应用于我院医用耗材配送

质量管理，通过圈组成员团结协作、集思广益，
科学分析了影响耗材配送质量的各种原因，严格
把控整个配送链中的各个环节，有效降低了耗材
配送质量不到位现象的发生。与之前的管理方式
比较，此方式更能有效降低耗材缺货次数，优化
耗材库存结构，实现医用耗材的精细化管理，既
有效保障临床诊疗工作的顺利开展，又为医院节
约了大量运营资金。
4  结论

此次 QCC 活动结束后，我院继续对医用耗材
配送的质量管理数据进行了追踪，结果显示，通
过活动的开展，耗材配送质量不到位次数维持在
2 个 / 月左右。可见，该活动不仅提升了医用耗材
管理团队的团队协作、沟通协商能力，还充分调动
了各配送公司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临床科室
减轻了工作负担，提高了我院医用耗材的整体配送
质量。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将本次活动经验进行总结
并加以改进，以便向我院其他耗材管理工作推广，
并逐渐完善形成规范化流程，实现医用耗材的精细
化管理，保障临床诊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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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呼吸系统器官对外部病原菌的防御机制，导致呼

吸系统内大量有害物质滞留，同时弱化了纤毛的运

动功能，无法完全清除呼吸道内滞留的感染源，从

而引发呼吸道感染。

由上述分析可见，儿童血清 25-（OH）D 水平

与其维生素 D 水平存在密切关联，血清 25-（OH）D

水平过低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于人体所需的

一类营养物质，血清 25-（OH）D 水平降低多伴

随维生素 D 缺乏。而本研究以血清 25-（OH）D

水平为依据评，估健康儿童、呼吸道感染患儿营

养状况后发现，试验组营养状况正常者占比为

64.50%，低于对照组的 86.00%，与胡云清等 [7] 的

研究结果相似，提示血清 25-（OH）D 水平与儿

童营养状况存在关联。血清 25-（OH）D 水平过

低表明机体维生素 D 水平过低，而人体所需免疫

调节因子过少直接影响儿童体液细胞免疫，加剧

体内有害物质沉积，影响儿童呼吸系统及身体机

能发育。

综上所述，血清 25-（OH）D 水平降低与儿

童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存在一定关联，且该病的发生

对患儿营养状况具有不良影响，通过测定血清 25-

（OH）D 水平可对儿童营养状况进行评估。同时，

儿童应适量补充维生素 D，以建立良好的病原菌防

御屏障，防控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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