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3 年第 4 卷第 9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139 - 

7S 管理在 PIVAS 化疗药品配置中的应用 

郑晓丽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分析火龙罐技术缓解新冠患者咳嗽症状的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2 月新

冠患者共 70 例，住院号单双法随机分 2 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该基础上增加火龙

罐技术。比较两组咳嗽症状缓解时间、咳嗽症状消失时间、治疗前后患者肺功能指标、生活质量评分、总有效率、

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咳嗽症状缓解时间、咳嗽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治疗后患者肺功能指标、生活质量

评分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过程不良反应未见，P＞0.05。结论 常规联合火龙罐

技术对于新冠的治疗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咳嗽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缩短症状消失时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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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7S management in PIVAS chemotherapy drug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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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ire dragon pot technique to relieve cough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new crown. Methods Select our hospital in December 2022-2023 February new crown patients a total of 70 cases, 
hospital number single and double metho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35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increase in the fire dragon pot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of cough symptom relief time, cough symptom disappearanc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quality of life score, total effective rate,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ugh symptom relief time, cough symptom disappearance time i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lung function index, quality of life score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of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two groups has not been 
seen, P > 0.05.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combined with the fire dragon pot technology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new crown 
of the effect of the new crown is accurat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cough symptoms,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quality, shorten the time of symptom disappearance,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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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IVAS），是一种符合国

际标准，依据药物特性设计的洁净操作环境下，经过药

师审核的处方，由受过专门培训的药学或护理技术人

员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全静脉营养液、细胞毒

性药物和抗生素等静脉药物的配置，为临床医疗提供

优质的产品和药学服务机构。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第 28 条，2002 年

1 月 21 日颁布，要求各医疗机构按实际情况逐步设立 
PIVAS 中心，并按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调配和供应。我

院 PIVAS 从 2022 年 1 月开始实施 7 S 管理，在环境、

药品、工作流程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效果[3-4]。本研

究将我院 PIVAS 化疗药品采取 7S 管理模式前后的药

品配置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化疗药品用药错误的发生

情况和发生类型，探析了 7S 管理在 PIVAS 化疗药品

配置中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PIVAS 化疗药品采取 7S 管理模式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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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配置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化疗药品用药错误的发

生情况和发生类型。 
1.2 方法 
7S 管理的内容： 
（1）整理。将工作地点的物品区划分为必需和非

必要；明确和严格区分必需物品和不必要物品；不需要

的物品要尽早地扔掉。所需的物品必须放置于指定的

地方，并有对应的标志，并列入评估。对闲置已久的物

件（例如：紫外灯、振荡器等）或器材进行选择，并将

所需之物件及器材放置于适当之处。 
（2）整顿。将 PIVAS 整理完毕后遗留在现场上的

重要物品进行分类摆放，并进行了相应的标记。 
①PIVAS 的化疗药品贮存与维护，严格实行化疗

药品效期管理，有“先入先出，左进右出”的标志。根

据药品的种类和性质，分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并有明

确的标签。对危险化疗药品进行统一的警示标志。 
②明确划分待检区，合格区，退货区等。洁净区、

非洁净控制区的分区，各分区的人员、物流业应按规定

的方向进行，并以路标标示，一目了然，加强视觉管理。 
③PIVAS 的日常工作包括：药师审方，排药，贴

签，复核，药品配置，成品复核，分拣打包等。审方医

师每个月会根据不合理的处方选择、液体量不合适、配

伍禁忌等情况进行汇总，并将其反馈给临床。药师应发

挥其药学专业知识，帮助医生合理使用化疗药品。 
（3）清扫。是对工作地点进行清洁。工作环境要

干净整洁。清扫就是让工作环境变得干净，不会有任何

的污秽，可以立刻拿到想要的物品，但必须要让它恢复

到可以正常使用的状态。在配制药剂时，放置于指定的

水平层流平台上的容器内。手套、口罩等废弃物品被丢

弃在黄色的垃圾桶内。总是要保证洁净区的清洁和整

洁。 
（4）清洁。将前面执行的 3 S 的做法制度化和规

范化。完成前面的 3 S 工作，制定可视化管理标准。部

门质量管理人员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巡查，并督促全

体员工加强对“7 s”管理的关注。 
（5）素养。其的定义是：提升员工的思维水平、

工作能力、团队精神、遵守规章制度。 
①提高员工的心理素质，使医院达到改善患者就

诊体验的目标，培养“为患者尽心尽力”的精神。 
②强化业务学习： PIVAS 在年终制定明年的业务

学习方案，内容包括法规、药品说明书、无菌操作人员

的卫生等，主要以讲课和演练形式进行。每年的理论考

核都会按照训练内容来进行，并将结果记录在训练文

件中。 
（6）安全。关爱患者生命安全。 
保障配制药品的质量和安全，配制人员必须严格

遵守消毒程序。砂轮环切安瓿时，用酒精棉将其擦碎，

以避免其掉入安瓿。根据所掌握的技术，选用适当的针

头，45°角进针，可有效地降低胶塞碎屑的发生。 
（7）节约是指合理地使用时间、空间、质量、资

源等，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从而创建一个高效、

充分利用的工作环境。各类耗材、材料请严格按照消耗

纪录，按照需要，并严格控制数量。对材料和材料的保

质期进行及时的注册，并由专门的人员进行质量控制，

防止由于管理上的失误而造成的材料过期。 
1.3 观察指标 
比较开展 7S 管理前后药品管理差错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计数 χ2 统计，计量行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管理前化疗药品用药错误情况 
据统计，2022 年 1～3 月 PIVAS 共发现化疗药品

用药错误 223 例。其中不合理医嘱 36 例，占 17%；化

疗药品拿药错误 152 例，占 71.7%；贴签错误 29 例，

占 13.7%；化疗药品配置错误 5 例，占 2.4%；化疗药

品分批错误 1 例，占 0.5%。 

表 1  7S 管理前化疗药品用药错误情况 

类别 不合理医嘱 化疗药品拿药错误 贴签错误 化疗药品配置错误 化疗药品分批错误 

发生例数 36 152 29 5 1 

占百分比 16.1% 68.2% 13% 2.2% 0.4% 

 
2.2 7S 管理后化疗药品用药错误情况 
2022 年 5～7 月 PIVAS 共发现化疗药品用药错误

70 例。其中化疗药品拿药错误 26 例，占 37.1%；排药

错误 24 例，占 34.3%；贴签错误 11 例，占 15.7%；化

疗药品配置错误 3 例，占 4.2%；化疗药品分批错误 3
例，占 4.2%；审方错误 2 例，占 2.9%；其他错误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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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4%。 
3 讨论 
3.1 7 S 的管理概况 
7 S 源于日本 5 S，也是 5 S 的改进版，在 5 S 中，

为满足发展需求，增加了节约（save）安全（safety）这

两项内容，为提高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效率、减

少故障、提高企业形象和竞争能力增加有效的手段[5-6]。 
3.2 PIVAS 的管理状况 
医疗消耗品、材料不分类别、混装；化疗药品配制

完毕后没有明确的标志；审核不严格（医嘱有误）、贴

标签、排号、配比、校对；药品有质量问题随意丢弃，

随意报损；药品货架上未实行“先出后用”的有效期限

管理；多个规格、多个剂量或表面上的化疗药品贮存处

警示标志的信息不正确等[7-8]。 
3.3 7 S 的实施对于规范药品管理的作用 
（1）整理过程可对所需耗材（无菌纱布、75%乙

醇、无菌手套）进行分类，尽量减少库存，充分利用空

间，合理摆放。 
（2）整顿可供使用的位置和货架，划线，将物品

摆放在指定的位置，指定存放方式，标注所有的物品，

准备好静脉化疗药品后，将其统一归类放置，方便取用。 
（3）清扫和清洁过程和划分出工作区域，并有专

门的人员进行环境清洁，定期对货架、药柜进行清扫清

洁，可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工作人员工作的舒适性。 
（4）素养的实施可促进工作人员自我管理，通过

自我管理，让每个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养成良好的自

觉，检查自己是否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同

时，要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 
（5）安全操作过程，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严禁违

章操作，强化各环节的质量管理，杜绝各种不安全因素

带来的不良影响。 
（6）节约指的是降低发生的化疗药品损坏，减少

物资损耗，节约成本。 
3.4 本次实施 7 S 管理的成效 
7 S 管理的应用，有效地改善了工作环境，达到了

清洁、整洁、标识清晰、管理规范的目标。而 PIVAS 是

医院化疗患者静脉输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存在

着一定的安全风险，甚至引发医疗纠纷。一个小小的错

误，就会导致一批的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最终导致

一系列的问题。由于“7S”管理方案的推行，每个人都

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成就感，确保工作人员可以根

据相关的操作规程，规范化疗药品管理，使得 PIVAS
化疗药品管理上上了一个台阶，使流程更合理，使工作

环境得到了明显优化，减少了过期化疗药品的危险，减

少了用药差错的产生，确保了使用的安全，保障患者的

安全。 
综上，通过实施 7 S 现场管理， PIVAS 的化疗药

品错误发生率显著降低。PIVAS 的化疗药品使用不当

并非一种偶然事件，它是由可能的风险因子引起的，并

且能够被预防和控制，对 PIVAS 化疗药品强化管理，

是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3]。可见，PIVAS 化疗

药品实施7S管理效果确切，可有效提高药品管理质量，

降低药品管理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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