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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是人体生命体征的一项重要指标，血压高
低可辅助反映人体的心脏功能、血流量、血容量及
血管的舒缩功能等多项指标正常与否。若血压骤然
升高或降低，则以上指标可能出现异常。血压长期
升高可对血管及全身多脏器器官造成较大损伤。若
血压突然降低，则可能出现血容量不足、血管异常
舒张或心功能严重受损。监测血压可辅助判断身体
健康状况及危重患者病情变化情况。

在医院的诊疗工作中，汞柱式血压计是测量人
体血压最基本、最常用的必备仪器，其精确度直接
影响临床医师对患者病情的判断。汞柱式血压计在
频繁使用或闲置一段时间后，测量结果会出现偏差，
从而可导致误诊或漏诊。若血压测量不准确，则患
者有可能无法得到符合病情的治疗，造成治疗过度

或不足，从而影响身体康复，严重时甚至会威胁患
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对汞柱式血压计进行计量检
定与定期保养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汞柱式血压计被
定为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1-3]。

根据 JJG 270-2008《血压计和血压表检定规
程》的要求，医院各临床科室使用的汞柱式血压计
每半年必须接受医院医学计量室的计量检定，未经
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临床使用 [2]。提高汞
柱式血压计的合格率是计量检定的重点和难点。
戴明循环方法简称 PDCA，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
循的科学程序，其将质量管理分为 4 个阶段，即
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
计划即确定目标并制订计划，执行即实施计划，检
查即按质量标准检查，处理即总结处理、改进提高。
按照 4 个阶段的顺序进行质量管理，一个循环结束
后解决部分问题，未解决的问题进入下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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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循环，持续改进 [4-7]。本研究基于 PDCA 循环
管理方法，对我院 2021 年汞柱式血压计计量检定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通过质量管理计
划的制订、执行、检查及处理，实现医院汞柱式血
压计计量检定工作的持续改进，从而提高其计量检定
合格率。
1  计划阶段（plan）
1.1  现状调查

我院 2021 年医学计量室累计检定汞柱式血压
计 318 台，合格率为 84.9%。其中，2021 年 1 — 6 月
检定汞柱式血压计 159 台，合格数为 132 台，合格
率为 83.0%；2021 年 7 — 12 月检定汞柱式血压计
159 台，合格数为 138 台，合格率为 86.8%。
1.2  存在问题

汞柱式血压计计量检定合格率偏低。
1.3  原因分析

导致汞柱式血压计检定合格率偏低的因素较
多。以下主要从医工管理、科室管理、制度管理、
其他原因 4 个方面进行分析，鱼骨图见图 1[8-11]。

图 1　汞柱式血压计计量检定问题原因分析鱼骨图

1.3.1  医工管理
（1）入库前未计量：新购置的汞柱式血压计验

收入库时，未经医学计量室对其计量属性进行审核。
（2）出库后信息未共享：使用科室申领汞柱式血压
计后，库房管理人员未将出库信息及时反馈至医学
计量室，造成其未更新汞柱式血压计台账，导致医
学工程师无法对其使用情况及质量进行实时监控。
1.3.2  科室管理

（1）使用不当：使用科室护理人员流动性高，
新上岗的护理人员对汞柱式血压计的操作规程及注
意事项不熟悉。（2）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日常
使用中，未能及时关注并处理常见示值管内壁脏、
水银不足等问题 [12]。（3）未完全送检：科室设备
管理人员不清楚本科室内汞柱式血压计的总数量，
导致未全部送检。
1.3.3  制度管理

（1）医学工程师未严格执行临床技术支持与
咨询制度，对科室使用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的力度

不够。（2）医学工程师责任心不强，对巡查工作
走形式，未开展预防性维护工作。
1.3.4  其他原因

（1）汞柱式血压计使用年限较长，性能不佳。
（2）人为损坏。
2  对策拟定及实施（do）
2.1  加强宣传，提高医护人员计量检定的意识

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命线，计量工作直接服务
于医疗业务，各种计量器具的准确、可靠是疾病诊
断与治疗的基础。通过计量宣传，加强医护人员对
计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树立计量就是质量的观念，
变“要我计量”为“我要计量”。
2.2  加强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的操作与维护技能

血压测定不准，除受血压计质量影响外，还与
医护人员使用不当有关，如血压计使用后未及时关
闭汞瓶开关造成水银泄露、汞瓶堵塞、示值管内不
洁等。医学工程科应定期组织临床医护人员开展血
压计使用培训活动，通过现场指导方式，讲解血压
计的操作规程、使用注意事项，从而提高医护人员
的操作与维护技能 [13-14]。
2.3  严格执行计量器具验收制度，提高汞柱式血
压计出入库的规范性

（1）加强医学计量室与耗材库采购办之间的
沟通，在新购置的汞柱式血压计入库前，要求供货
商将当前批次的汞柱式血压计送至医学计量室进行
检定。待确认所有新购置的汞柱式血压计均贴有合
格计量检定标签后，库房管理员方可办理入库手续。
（2）科室领取新的汞柱式血压计后，库房管理员
应在出库当日将出库信息反馈至医学计量室，以便
医学工程师及时更新计量器具台账信息，并对其质
量进行实时监控。
2.4  完善汞柱式血压计的巡检制度，确保巡检工
作落到实处

设立汞柱式血压计巡检监管记录本，医学工程
师每月巡检汞柱式血压计时做详细的校准记录，并
由使用科室负责人签字确认，避免医学工程师巡检
工作流于形式 [15]。
2.5  设立设备保管员，专人负责，责任到人

科室设立专职保管员，负责汞柱式血压计的日
常使用、维护保养等管理工作。保管员应熟悉汞柱
式血压计的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及日常维护保养。
对使用年限较长、使用性能差的汞柱式血压计应及
时通知医学工程科，由医学工程师检测确认后，按
照程序进行报废处理；对于人为损坏，医学工程科
应督促使用科室加强管理；科室保管员应实时监
管汞柱式血压计的使用情况，并做好使用登记记录。
3  结果分析（check）

为检验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的效果，我院
对 2022 年实施该方法后医院汞柱式血压计计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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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进行了汇总，见表 1。
表 1　2022 年与 2021 年汞柱式血压计计量检定

结果比较
检定时间 检定数量（台） 合格数（台） 合格率（%）
2021 年 318 270 84.9
2022 年 318 312 98.1

由表 2 可看出，2021 年我院汞柱式血压计计
量检定合格率为 84.9%，而 2022 年采用 PDCA 循
环管理方法整改后，我院汞柱式血压计计量检定合
格率提高至 98.1%，达到了预期目标。
4  处理阶段（action）
4.1  处理与总结

通过 PDCA 循环管理法成功实现了我院汞柱式
血压计计量检定工作的标准化、量化和细化，改善
了计量检定的效果，保证了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为
医护人员诊断病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6-18]。

首先，医护人员和医学工程师可遵守标准化管
理规定并执行，临床科室可将本科室汞柱式血压计
失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科室保管员熟悉了汞柱
式血压计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并能对其进行简
单的维护保养，确保测量数据准确无误。

其次，量化计量检定工作更好地将计量检定过
程中的问题具体化，解决了汞柱式血压计使用不当、
入库前未计量检定、出库后信息未及时反馈、使用年
限长且性能不佳未申请报废、人为损坏的问题。

再次，细化计量检定工作能更好地关注到每个
环节，针对薄弱环节进行持续改进。如医院 PDCA
循环管理方法中，意识到巡检工作是相对薄弱的
环节，而巡检工作是为了了解汞柱式血压计的计量
准确性及运行状态，最大限度降低其故障率，因此，
应制订完善的巡检计划，规范每月巡检内容。

最后，通过对汞柱式血压计进行 PDCA 循环管
理法计量检定，充分调动了临床科室之间沟通的积
极性，实现了对汞柱式血压计动态信息的实时同步，
保证了医学工程师对全院汞柱式血压计全生命周期
的监控管理。
4.2  遗留问题及未来规划

遗留问题：临床科室人员对汞柱式血压计的维
护保养责任心有待加强，日常维护保养工作仍不到
位。如在巡查中，医学工程师多次发现汞柱式血压
计使用后未及时关闭水银壶开关，造成水银泄露。

未来规划：制作“测量完，请关闭水银壶开
关”提示标识，贴在汞柱式血压计盖子上。通过适
当的奖惩措施，培养科室医护人员的责任感，引导
医护人员参与到汞柱式血压计的维护工作中。
5  小结

计量检定工作对医疗设备的有效使用至关重
要。本研究基于 PDCA 循环管理方法执行并完善了
医院汞柱式血压计日常计量检定管理工作，规范了

医护人员对汞柱式血压计的日常管理维护。医学工
程师应继续加强 PDCA 每个阶段的管理，将汞柱式
血压计计量检定落实到位，以进一步提高汞柱式血
压计计量检定合格率，保障临床使用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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