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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以“整理、整顿、清扫、规范、素养、安全冶的“6S冶现场管理理论为基础,在静脉药物配制中心建立完善的组

织管理构架,全员参与,形成全面的管理控制网络体系。 实践表明,作业环境规范、整洁,工作流程安全、顺畅,工作质量

稳步提高,员工举止文明、礼貌,团队氛围温馨、和谐、严谨。 “6S冶现场管理模式有利于在团队内营造团结、协作、和谐、严
谨的氛围,确实能够使管理组织健康、积极的发展,实现“流程管理标准化、标识管理统一化、人员管理制度化、安全管理

常态化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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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5S冶现场管理模式首先在日本的企业应用,由于

“整理 ( seiri )、 整 顿 ( seiton )、 清 扫 ( seiso )、 规 范

(seiketsu)、素养(shitsuke)冶的日语罗马拼音均以“S冶
开头,故最早简称“5S冶 [1]。 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实践和

推广这一管理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管理模式的精细化

革新。 “5S冶现场管理模式近来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

我国医疗卫生行业,针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敏感

性、高风险,普遍加上了“安全( safety)冶,简称为“6S冶
管理 模 式。 我 院 静 脉 药 物 配 置 中 心 (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PIVAS)自 2010 年 9 月

成立以来即将“6S冶管理模式按计划、分步骤、全方位

地应用于科室的工作流程管理、质量控制管理、环境控

制管理、教学培训管理、文件管理、库房管理等各个方

面,全员参与,收到良好的效果。 科室管理全面实现程

序化、制度化、规范化,营造温馨、和谐、严谨、积极、健
康的团队氛围。
1摇 方法摇
1. 1摇 开展整理( seiri)活动摇 将工作场所内的所有物

品分为“必要冶与“不必要冶两大类,并确定物品、流程、
岗位“必要冶与“不必要冶的原则与标准,对确定“必
要冶的留下进行分类、归纳,对“不必要冶的进行处理、
剔除[2]。 “整理冶的管理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清理出可

利用空间,达到空间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PIVAS 确定

“必要冶的原则是:淤 符合国家卫生部关于《静脉用药

集中调配质量管理规范》 《医院院内感染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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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工作流程必需;盂 能全面保障环境、流程、人员

的安全;榆 看重使用价值而非原始价值。
1. 1. 1摇 工作区域与库房的整理摇 首先制订出 PIVAS
区域整理管理的流程要求:“分类寅归纳寅判断寅处

理寅调整冶 [3],注意实施中避免受个人好恶与习惯的

影响,杜绝把个人的生活物品与个人喜好物品带入工

作场所。 根据不同工作区域洁净度要求制定出人员出

入管理制度与标准操作流程。 将各个区间的整理流程

与要求在各区间的清场工作制度中提出,落实在各岗

位职责实施细则之中,并纳入质量控制的工作标准考

核之中,定期进行整理督察、考核。 设立专职库管,制
订库房管理制度,对库存物品、药品定期进行整理,消
耗品日日清领,一般物品、药品定期按计划请领,避免

积压与浪费。
1. 1. 2摇 文献和文件的整理摇 将现行的各种记录资料

按照质量管理体系与工作流程分类,分配给科室管理

小组的组长,按照文件标准化规范填写,定期督察、评
价,将文件资料及时整理归档,部分数据实行电子备

份,修订文件按规定程序进行,确保工作区域只存留现

行标准和操作流程,调阅文献资料要进行申报和核准,
并按要求及时归还复位。
1. 2摇 实施整顿( seiton) 摇 通过“整理冶确定“必要冶的
物品、流程、岗位加以定量、定位与管理,进行科学、合
理的设置与安排、布局与摆放,以便所有员工均能安

全、迅速、便捷地取得所要物品,在简捷、有效的流程下

完成工作。
1. 2. 1摇 工作区域与库房的整顿摇 判断工作区域整顿

管理是否合理的依据是:淤是否处于任何工作人员都

能够快速使用与容易归位的状态;于 秩序保证使用人

员能源于习惯而条件反射、快速地完成工作。 由于整

顿贯穿于整个日常工作流程中,为此将整顿的职责纳

入各岗位职责与细则中,从而得到落实,其督察职能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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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质量控制、督察工作目标中实现,从而保证时时督

控,处处督导。 将科室库房按类分为储物库房和药品

库房,专设库房管理人员,将库房内物品、药品按照常

用、不常用、极少用分类,分区,依取用方便快捷的原则

科学摆放,明确标识,将药物库房的整顿工作贯彻于每

日脱包清场的岗位职责之中,根据实施过程需要全员

参与的特点,将工作区域内场所,按照工作流程完成次

序,制订统一、清晰的标识,确保工作环境、用具规范、
整洁、有序、安全。
1. 2. 2摇 文件资料的整顿摇 将科室记录文件资料按照

分类编号或标识摆放分类存放、收纳,便于索引与查

找,部分文件资料依要求按照时限需及时整理、收纳,
归档管理。 日常的资料整顿督察管理贯彻于科室管理

小组,每月科主任、护士长督察、评价落实情况。
1. 3 摇 清洁( seiso) 摇 在整理、整顿的基础上,清扫、擦
拭场地、设备、物品,即对日常工作过程中,总会不断产

生没用的物品、垃圾进行规范处理,以及清洁、消毒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责任化。 “清洁冶的管理目标是:
创建一个洁净、安全的工作环境,保证工作安全、有序、
顺畅进行,从而稳定品质,减少伤害。

科室成立环境(含院内感染)控制小组,设立专职

院感质控员,对每个工作区域和流程环节制订标准化

清场与清洁工作的管理目标、操作流程与实施细则,在
排班模式上相对固定岗位,规范采样送检程序,及时通

报监控指标和参数;将清洁、消毒区域细化至各个岗

位,避免遗漏与死角,便于追踪与督察。 建立完善的清

洁责任登记制度和完善的督察制度,实时督控、定期抽

查。 设立专职设备维护人员,建立设备检修和维护档

案,完善设备日常维护、运转情况记录,将设备的清洁、
保养与维护纳入日常的各岗位职责、工作标准与要求,
从而保证设备始终处于符合要求的正常运转状态,确
保生产安全。
1. 4摇 规范( seiketsu) 摇 将日常工作过程中效果好的、
经典的方法和要求加以提炼、总结,形成固定的管理模

式、方法,从而形成规章、制度、职责、标准。 “规范冶的
管理目标是:持续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与品质,便于形

成不断地督察、总结与持续提高的良性循环状态。
1. 4. 1摇 工作区域物品置放与标识的规范摇 工作区域

物品置放实行严格的定置管理,按照其“四要素冶:“地
点、方法、秩序与标识冶 [2],要求将合适的物品置于适

宜的地点,其置放方式以取用、归还方便、迅速为前提,
其秩序要求规范、整齐、有序,标识要求清晰、统一、明
确、美观[4]。 通过强化以上“整理冶 “整顿冶 “清洁冶的

管理理念,定期督察,不断改进与完善,使工作区域持

续保持洁净、整齐、有序、明亮、安全的状态。
1. 4. 2摇 管理体系与文件资料的规范摇 科室根据工作、
人员、设施、教学等管理需要,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赋
予体系内管理人员管理权限与职责,制订近期与远期

工作目标与计划,并有相应的督导与落实措施,保证科

室日常管理工作无缝隙、无遗漏,有条不紊。 根据科室

实际工作运行需要,制订科室管理与工作制度、目标、
标准、流程、职责等,形成标准化文件管理系统,以不同

形式学习、贯彻,从而规范员工行为,让员工行事循章、
有法可依;建立完善的督控与评价体系与方法,形成公

平、公正、公开的民主氛围。
1. 4. 4摇 管理措施的规范摇 科室每日班会 1 次,每周安

全例会 1 次,每月质量控制及管理工作反馈会 1 次,每
半年管理体系对科室每位员工的客观讲评与工作小结

会 1 次,每年全年表彰与工作总结会 1 次,保证上传下

达、沟通顺畅、措施得力、及时修偏。 从而使科室工作

能够始终持续沿着正确、高效、安全的方向推进,营造

健康、积极的团队氛围。
1. 5摇 促进素养( shitsuke)提高 摇 通过例会、培训、倡
导、督导等形式与方法,提高员工的职业化水准,促使

员工养成遵守规则的良好习惯,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

识,倡导行为对结果负责,开展自我评价与科室评价相

结合,做任何事情或执行任何措施要认真、严谨、彻底

的完成,充分利用督控评价体系,将日常督导与定期评

价相结合,既强调过程督导,也看重结果影响。 “6S冶
管理中一系列措施需要长期不懈的坚持,规范员工的

工作习惯与方法。 个体员工的习惯是多年在不同的环

境与教育中形成,改变与矫正久已养成的旧有习惯通

常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与排斥,适时采取多种形式与方

法进行引导,倡导和谐的团队氛围,让员工明白“细节

决定成败,习惯决定命运冶。 最终将良好的工作习惯

内化为员工个人的优良品质,形成文明、和谐、严谨的

优秀团队。
1. 6摇 安全( safety) 摇 PIVAS 的工作似乎单调而重复,
而其产品质量直接关乎到患者的安全和治疗效果,因
此必须具备强烈的责任心。 对安全问题采取“零容

忍冶,始终置于第一位,一切工作都要在服从与围绕

“安全冶的前题下开展,一切管理都要在保障“安全冶的
情况下进行[5]。
1. 6. 1摇 生产的安全与控制摇 为保障安全,在设备的配

置、环境与工作流程的设计上均以安全为前提,根据重

点或关键环节制订具体的安全控制要求,并根据常见的

或可预见的事件制订紧急情况应急处理预案。 建立安

全例会制度,每周 1 次,出现问题随时召开;定期进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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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质量分析反馈,每月安排 1 次安全分析讨论会,对每

月发生的安全问题进行小结,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不

断修正、完善工作流程[6]。 设立专职的安全管理员,成
立质量控制督察小组,制订具体可执行的质量控制与持

续提高的管理措施,实行“PDCA冶反馈循环管理模式,
“发现问题寅分析原因寅制定整改措施寅追踪整改措施

的落实与效果寅修正工作流程冶,确保工作与安全质量

持续、稳步提高。 全员参与,在工作流程每一个环节均

赋予“堵错冶职能,并将其具体化到工作流程的岗位职责

之中,保证安全管理触角延伸或渗透至各个工作环节之

中,形成全面覆盖的安全控制管理网络体系。
1. 6. 2摇 开展安全培训和评价工作摇 设立教学培训管

理小组,建立培训质量管理与评价体系。 上岗人员必

须经过严格而标准的岗前培训与考核,坚持开展“每
日一药冶“三基培训冶等岗位培训工作,使员工的业务

能力得到不断的强化。 将安全宣传与警示教育日常

化,持续不断地以不同形式、不同媒介、不同途径强化

员工的安全意识教育;坚持每日学习与定期培训相结

合,量化评价标准,制订具体的评分细则,建立相应配

套的质量与安全控制督导管理制度,建立客观的评价

机制。 制订主动报告不良事件或安全隐患的激励措

施,充分调动员工的参与热情,切实保障制度的严肃性

和全面贯彻执行。
2摇 在 PIVAS 推行“6S冶管理模式的效果摇

PIVAS 引入“6S冶 的现场管理活动,作业环境整

洁,工作流程安全、顺畅,工作质量稳步提高,员工举止

文明、礼貌,团队氛围温馨、和谐、严谨。 实践表明,
“6S冶管理作用是实现“日常管理流程化、流程管理标

准化、现场管理规范化、标识管理统一化、人员管理制

度化、安全管理常态化冶。 在管理设计中要做到“人人

有事可做、事事有人负责、处处有人监督、环环有人控

制冶。 “6S冶管理的长期健康推行,取决于团队领导者

的决心、个人的修为及其对建设团队文化的认识。 团

队文化的形成要经历“认同、荣誉、使命、信仰冶 四个阶

段。 这里的“使命、信仰冶是指员工对“6S冶管理工作的

高度认识与看法,“认同冶能让“6S冶管理顺利执行,“荣
誉冶能让员工积极进取,而“使命、信仰冶能让团队成为

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和谐集体,真正达到管

理者在与不在一个样,上级检查与不检查一个样,从而

达到古人所追求的“无为而治冶的境界。
3摇 在 PIVAS 推行“6S冶管理模式的体会摇

在 PIVAS 实践“6S冶的现场管理,切实体会到作为

管理者的职能,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构架,管理

的触角必须能够全面覆盖所管辖的区域与人员,形成

上下交错、纵横相交的全面管理控制网络体系。 根据

相应专业标准、要求与工作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管理

制度、规范、目标与标准,并将管理制度细化至各岗位

职责之中,细化职责直至每一件事、每一个区域、每一

个岗位、每一个个体。 在管理督控、评价上必须有客

观、量化的标准与评分细则,使每一个违规行为真正能

够根据其性质、影响等得到切实的不同惩戒,保证制度

真正能够全面贯彻执行。 在管理的流程上必须有持续

提高与改进的措施,切实保证各项管理工作能够得到

持续不断的完善与提高。 总之,“6S冶管理是一套行之

有效的现场管理模式,只要领导重视,全员参与,贯彻

彻底,就能够实现团队工作质量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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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11 年 8 月出版的《医药导报》增刊

摇 摇 应广大读者、作者要求,经报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医药导报》编辑部已于 2011 年 8 月出版 1 期增刊,该
增刊收录论文 186 篇,每本定价 20. 00 元。 若需订购请直接将订阅款汇至: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 号同济医院《医
药导报》编辑部,邮政编码:430030,并请在汇款单上注明“购增刊冶字样。 款到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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