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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张 丽 

济南市儿童医院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 探究循证护理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择取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8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92 例静脉输液患儿以及相对应的 26 名医护工作人员作为此次研究的观

察对象，分成参照组（n=46）和研究组（n=46）两个组别。参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研究组则在参

照组的护理基础上应用循证护理模式实施干预。结果 经过组间对比，研究组实施护理干预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要低于参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为（P<0.05）；医护人员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后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

质量管理的总满意率相比干预前的总满意率要高，其差异为（P<0.05）。结论 将循证护理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中的效果较佳，能够促进提升医护人员的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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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intravenous drug dispensing center 

Li Zhang 

Jinan children's Hospital, Jinan,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intravenous drug dispensing center. Methods 92 children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26 corresponding medical staff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August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ference group (n=46) and study 
group (n=46). The reference group us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for intervention, while the study group applied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for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nursing of the reference group.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P<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medical staff on the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the intravenous drug dispensing center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intravenous drug dispensing center is better, which can promote the satisfaction of medi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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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配中心是对医院中静脉输液药物进行调配及统

一发放的工作部门，通过进行集中化管理，能够降低

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但是为了有效的保障静脉用药

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需要对其进行安全质量管理，

以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本次研究将循证护理应在静

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中，对其应用

效果进行探究，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20年 10月~2021年 8月期间在本院接受治

疗的 92 例静脉输液患儿及相对应的 26 名医护工作人

员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对象，根据患儿就诊单号尾数

的单双数分成参照组（n=46）和研究组（n=46）两个

组别。参照组：男、女性患者的例数分别为 24 例、22

https://ijnr.oajrc.org/�


张丽                                                  循证护理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 107 -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5±1.2）岁；研究组组：男、

女性患者的例数分别为 23 例、23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6.2±1.5）岁。26 名医护人员中的男、女性例数分

别为 6 例、20 例，其年龄范围在 22 岁至 28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26.23±1.56）岁。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础

资料，其差异为（P>0.05），可以进行组间对比，且

两组均对应同一组医护人员。 
1.2 方法 
（1）参照组 
参照组采用临床中常规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主

要包括对医护人员展开相应的培训措施，对静脉输液

安全质量管理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及明确，并且定期

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及分析，同时医护人

员对相应的不良情况发生因素提出针对性的改善意见，

对进一步的工作开展提供相关方向。 
（2）研究组 
研究组则是在参照组的护理基础上应用循证护理

实施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①护理措施循证：医护人员通过查阅关于静脉输

液安全等相关资料，医护人员通过从相关的资料及文

献中找出关于静脉输液安全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应对方

法等，同时对查找的资料进行有下的梳理，再结合实

际的情况，提出相应的护理干预对策，促进提高静脉

输液安全质量。 
②护理干预措施实施： 
1）通过查阅相关相关资料发现，静配中心工作人

员的操作水平会对静脉输液患者的用药安全造成一定

的影响。对此，可以通过对静配中心的工作人员实施

统一的培训，通过培训促进增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促进提高静配中心的静脉输液安全管理质量，有效保

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2）由于静配中心的工作及操作流程较为复杂繁琐，

同时涉及到的药物品类较多，加上临床用药药品的信

息更新较快，对于药品的信息库以及信息化管理需求

较大。对此需要对静配中心的静脉用药调配流程进行

信息化管理，促进提高静配中心的工作效率，促进提

高静脉输液安全性。 
3）对静配中心的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进行优化。

可依照医院的静脉药物用药规章制度以及相关流程的

操作标准，对静配中心的相关用药安全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通过评估静配中心用药调配的药品破损因素以

及药品放置区域的整洁度、搬运因素、标签因素、成

品分装因素、成品分配因素以及成品核对因素等，对

相关的干预方案进行针对性的制定，起到完善静配中

心相关规章制度的作用，从而有效的促进静脉输液安

全质量管理的优化。可采用数字化管理方式对静配中

心实施管理，通过合理应用现代化技术，有效的降低

静配中心静脉输液不良事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1）详细记录两组实施护理干预前后的不良事件

（审方打印差错、药品摆放贴签差错、成品核对分装

差错、成品配送差错）发生情况，并且进行组间对比。 
（2）对比医护人员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前后的满意

度情况，将满意度共分为三个级别（满意、一般满意、

不满意），主要对不良事件的预防情况进行评估，采

用评分方式进行。总分为 100 分，评分在 85 分~100
分之间即为满意；评分在 61 分值 84 分之间，即为一

般满意；评分低于 60 分，即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数据均录入至 Excel 2020 中予以校对，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处理。（ sx ± ）表示计量资

料，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而计数资料用卡方（χ2
）检验。P 评定检验结果，P＜

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实施护理干预后的不良事件发生情

况 
经过组间对比，研究组实施护理干预后的不良事

件发生例数明显要低于参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为

（P<0.05），详细如表 1。 
2.2 对比两组医护人员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经过对比，医护人员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后对静脉

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的满意度更高，

其差异为（P<0.05），详细如表 2。 
3 讨论 
静脉药物调配中心将是通过将原来分散在各个病

区治疗室开放环境下对静脉用药进行配置，改为由专

业专职的配置人员在洁净且密闭环境下，集中对相关

治疗药物进行配置[1-2]。由于静配中心的药物种类较多，

且工作量较大，因此需要对其实施静脉输液安全质量

管理，以此保障静配中心工作的有序开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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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实施护理干预后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组别 审方打印差错 药品摆放贴签差错 成品核对分装差错 成品配送差错 总发生率 

参照组（n=46） 1（2.17） 3（6.52%） 1（2.17） 2（4.35） 7（15.22） 

研究组（n=46） 0（0.00） 1（2.17） 0（0.00） 0（0.00） 1（2.17） 

χ2
 -- -- -- -- 5.914 

p -- -- -- -- 0.015 

表 2  对比两组医护人员的护理满意度情况[n（%）] 

时间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施护理前（n=26） 9（34.62） 13（50.00） 4（15.38） 22（84.62） 

实施护理后（n=26） 16（61.54） 9（34.62） 1（3.85） 25（96.15） 

χ2
 -- -- -- 5.734 

p -- -- -- 0.017 

 
此次研究中通过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

全质量管理中应用循证护理进行干预，主要是通过查

找相应的文献资料，找寻出静脉输液安全的影响因素

以及预防对策，通过结合实际的情况提出相应的影响

患者用药安全性的问题，并且制定出相应的干预计划[4]。

同时通过对工作人员实施统一的培训，促进提高工作

人员的用药安全意识；并且通过对敬佩中心实施现代

化信息管理，促进提高静脉输液患者的用药安全性，

从而有效的保障静配中心的脉输液安全质量[5]。 
综上所述，将循证护理应用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中，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不良

事件的发生风险，同时还能够促进提高静脉输液患者

的用药安全性，有效提高静脉输液安全质量管理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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