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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工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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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
整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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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

QCC英文全称QUALITY CONTROL 
CIRCLE，中文译作“品管圈”。

的基层人员的基层人员
自发的的进行品质管理的活动时组
成的小组称为品管圈成的小组称为品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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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圈——品管圈活动创建

成立QCC小组、设定圈名及圈徽

西 药 库西 药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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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介绍

圈名：如家圈圈名：如家圈
辅 导 员：缪丽燕/朱建国

圈长：周玲圈长：周玲

圈员：11人（分别来自西药库、门诊药房、住院药房、
配置中心、高级诊疗中心）

活动单位：苏大附一院西药库

活动期间：2008年7月～2009年01月

主 作 全院 药采购 储备 发放 提供优质的药主要工作：全院西药采购、储备、发放，提供优质的药
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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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名及其意义

圈名:如家圈

意义 激发同仁孕育对家的情感 团意义:激发同仁孕育对家的情感，团
结一 致，对兄弟部门及患者给予亲
人般的服务 提高整个药剂科的药人般的服务，提高整个药剂科的药
品管理效率和完善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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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人我们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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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徽选定

投出神圣的一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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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圈徽及其意义

我圈是由五个部门组成，负责全院我圈是由五个部门组成，负责全院
的药品供应 五边形代表五个部门的药品供应 五边形代表五个部门的药品供应；五边形代表五个部门的药品供应；五边形代表五个部门
，红色代表我们满腔的热情为患者，红色代表我们满腔的热情为患者
提供优质的服务。提供优质的服务。提供优质 服务提供优质 服务

中间的白色椭圆代表药品，五个部中间的白色椭圆代表药品，五个部
门围绕药品 保证药品的质量门围绕药品 保证药品的质量门围绕药品，保证药品的质量。门围绕药品，保证药品的质量。

天蓝色的屋檐互相支撑天蓝色的屋檐互相支撑 ，代表圈员，代表圈员天蓝色的屋檐互相支撑天蓝色的屋檐互相支撑 ，代表圈员，代表圈员

在工作中，相辅相成，发挥最大的在工作中，相辅相成，发挥最大的
效率。效率。

绿色外圈代表了安全、放心，是绿色外圈代表了安全、放心，是
我们服务的宗旨。我们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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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C活动步骤
1.主题选定

2.拟定活动计划书

3 现状把握3.现状把握

4.目标设定

计划 Plan

5.解 析

6.对策拟定

7.对策实施与检讨

8 效果确认

实施 Do

无效果8.效果确认

9.标准 化

有效果确认Check

无效果

11

标准 化

10.检讨与改进处置Action



1 主题选定1、主题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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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选定主题选定

找出值得用QCC解决之问题

活动主题的选定（评价法）活动主题的选定（评价法）

以合适的陈述方式叙述主题主题选定以合适的陈述方式叙述主题

（动词＋主词＋衡量指标）

主题选定

针对衡量指标说明定义及计算公式

明确选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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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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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选定

主题评价题目 上级政策 重要性 迫切性 圈能力
总
分

顺
序

选
定

提高药品库存周转率 ☆提高药品库存周转率 25 25 21 15 86 1 ☆

缩短发药时间 5 11 9 11 36 5

提高发药的准确率 5 19 13 13 50 4提高发药的准确率 5 19 13 13 50 4

提高药品库存的帐物相符性 15 21 13 17 66 2

降低近效期药品在库例数 15 21 7 11 54 3

评
价

分数/人数 重 要 性 迫切性 圈能力 上级政策

价
说
明

1 不重要 普 通 00-50% 不相关

3 重 要 迫 切 51-75% 相 关

5 极重要 极迫切 76 100% 极相关

注 以评价法进行主题评价 共 6 人参与选题过程 票选分数 5分最高 3分普通 1分最低

5 极重要 极迫切 76-100% 极相关

15

注：以评价法进行主题评价，共 6 人参与选题过程，票选分数：5分最高、3分普通、1分最低，
第一顺位为本次活动主题

评价法



确定主题

管理好药品库存，不仅确保药品供应，又将压缩资
金占用 提高管理效益金占用, 提高管理效益。

确定目标：提高药品库存周转率，降低周转天数确定目标：提高药品库存周转率，降低周转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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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理由

1 对同仁而言 提升团队和谐度，增强团队凝1.对同仁而言： 提升团队和谐度，增强团队凝
聚力，逐步完善标准化作业程序，提高药品管理
质量。质量。

2.对院方而言： 降低药品周转天数，减少资金
占用，提高医院资金利用率，有利于医院的长远占用，提高医院资金利用率，有利于医院的长远
发展。

对患者而言 保证药品供应，提高药品质量，3.对患者而言： 保证药品供应，提高药品质量，
使病人用药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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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定义

周转天数=
计算期天数*（期初库存金额（进价）+期末库存金额（进价））（ （ ） （ ））

2*收入（零价）（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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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定活动
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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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进度表

月份
周次

2008年7月 2008年8月 2008年9月 2008年10月 2008年11月 2008年12月 2009年1月
负
责

1 2 3 4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步骤 人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5
周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主题选定 周、李

计划拟订 周、李

现况把握 周、李

目标设定 周、李

解 析 周、李

对策拟订 周、李

实施与检讨 李、陈

效果确认 李、周

标准化 吴 李标准化 吴、李

检讨改进 周、李

成果发表

20
甘特图



3、现况把握3、现况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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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把握

（1）流程图（1）流程图

（2) 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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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采购计划

未

本次活
动重点

采购核实

主任审批

未
通
过

报医药公司采购药品

通过

医药公司配送药品

入库验收
不合格

合格

资料审核，存档
养护：药品质量抽检、
有效期检查、温湿度记录 本次活合格

药品存放

财务发票入库 各科室请领

有效期检查、温湿度记录
库存盘点

西

本次活
动重点

库管复核数量
采购核对进价

库房发药
错

药
库
业

主任审批
核对

业
务
流

23交财务科 药品出库

流
程
图



现状把握

改善前数据收集改善前数据收集

Who: 由圈员利用电脑信息系统收集

When: 2007年7月～12月When: 2007年7月～12月
Where: 药剂科各部门

What: 每月周转天数What: 每月周转天数

Why: 找出影响周转天数的原因

How: 将各部门数据整理How: 将各部门数据整理

How much: 2007年下半年周转天数=15.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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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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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标设定4、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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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定

改善前同期周转天数为15 13天改善前同期周转天数为15.13天
目标值：12.5天
改善幅度= 17 4%改善幅度= 17.4%
目标值=現況值－改善值

＝現況值－（现况值× 改善重点×圈能力）＝現況值 （现况值× 改善重点×圈能力）

＝15.13－（15.13×68.6%×25.3%）

＝12 5 周转天数＝12.5 周转天数

14

15

16 --------
17 4%

10

11

12

13

周
转

天
数

17.4%

27

8

9

改善前 目标值



设定理由设定理由

本圈所选的降低周转天数这一主题，原来各部门
已经作为 个指标在考核 组圈后能更系统 多已经作为一个指标在考核，组圈后能更系统、多
方位、更深入的解决问题。

依据可行性将圈能力设定为25 3%依据可行性将圈能力设定为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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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 析5、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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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数未到
请领 计划

重复送药

只知一级出库

领整包装
节假日备药

照顾库房发药

计划频
次较少

电脑信息

数，不知实际
消耗数

重复领药

多领

临床用药外界

药
品

不全

电脑数
据不全

重复领药

放药无
序

临床用药
无规律

外界
原因

品
库
存
周

进口药品检验
厂方生
产不正
常

发票未到，重复买药

周
转
率

压库存

运输问题

常

库存重复

率
低

供货不正常运输问题

公司重复配送

30
库存

为要因



6、对策拟定6、对策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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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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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对策方案 总分 采纳 实施计划 负责者 对策编号

摸规律 63 × 注：全体圈
员就每 评

临床用药不规律

院长解决 84 ×

用药规范化 63 ×

根据动态消耗数制定请领计划 150 ○ 对策1

员就每一评
价项目，依
可行性、经
济性、圈能
力等指标进

药
品

及时与库房联系 49 ×

发现用量异常及时与库房联系 63 ×

领导解决 133 ○ 对策1

力等指标进
行对策选定
；

评价方式：
优 分 可品

库
存
周
转

电脑信息不全

领导解决 ○ 对策

增加信息 135 ○ 对策1

根据需要完善电脑信息 77 ×

请信息处提供 91 ×

优5分、可3
分、差1分；
圈员共：11
人，总分

分转
天
数
大
的

请信息处提供 91 ×

与信息处沟通 63 ×

库房与二级库房沟通 49 ×

165分
以80/20定律

，并考虑能
使每个要因

的
原
因 重复领药

领药发药人工作细心 139 ○

信息共享，信息及时性 150 ○ 对策1

药品定位存放，专人负责 91 ×

均有可执行
对策，决定
以120分以

上为实行对

多沟通 91 ×

利用信息资料尽量避免 154 ○ 对策1

按需领实际数量 133 ○ 对策2

策，针对周
转天数大共
选出3个对策
。

33
领整包装 拆包装 128 ○ 对策2

部分用量小的品种做到拆包装 35 ×



原因分析 对策方案 总分 采纳 实施计划 负责者 对策编号

注：全体圈
员就每 评

节假日备药

加班发药 77 ×

适量备药 84 ×

假日值班制度，各部门增加值班 153 ○ 对策2

员就每一评
价项目，依
可行性、经
济性、圈能
力等指标进

药

尽量减少备药，增加库房值班 63 ×

不照顾库房发药 132 ○ 对策2

多做做，少发发 127 ○ 对策2

力等指标进
行对策选定
；

评价方式：
优 分 可药

品
库
存
周

照顾库房发药 尽量做到按动态消耗产生的的请领
单发药 77 ×

与实际用药为主，照顾药房为辅 63 ×

优5分、可3
分、差1分；
圈员共：11
人，总分

分周
转
天
数
大

计划频次较少
增加计划次数 143 ○ 对策3

按每周消耗数制作采购计划 105 ×

退货 123 ○ 对策3

165分
以80/20定律

，并考虑能
使每个要因

大
的
原
因

公司重复配送

货 对策

加强入库验收核对，重复配送退货 77 ×

根据实际备货 63 ×

均有可执行
对策，决定
以120分以

上为实行对

厂方生产不正常
压货 沟通 126 ○

对策3

多开票，分多次入库 124 ○ 对策3

策，针对周
转天数大共
选出3个对策
。

34发票未到重复买
药

催促供货方及时送票 130 ○ 对策3

严格执行票随货到制度 126 ○ 对策3

及时退公司 112 ×



对策一：完善药品电脑信息

主要因：信息不全

对策实施：改善前：

由于信息不全 工作有 定盲目性

负责人：周玲、李轶

实施时间：08年7月

由于信息不全，工作有一定盲目性。

对策内容：

根据动态消耗数制定请领计划 实施时间 年 月
增加信息

领导解决

利用信息资料尽量避免
地点：西药库

利用信息资料尽量避免

信息共享，信息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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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计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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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码扫描系统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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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自动发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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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发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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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领计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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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销药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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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监管

42



对策二：减少二级库不必要库存

主要因： ⑴整包装领药⑵节假日备药

改善前：

⑴为了方便清点，减少破损风险，尽量领整包
装

对策实施

装。

⑵为了不影响临床用药，减少节假日工作压力，
放假前备足药。

负责人：李轶、陈惠
英、吴承华、侯新

实施时间：08年7月
对策内容：

按需领实际数量

拆包装

实施时间：08年7月

地点 西药库假日值班制度

不照顾库房发药

多做做，少发发

地点：西药库

多做做，少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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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消耗产生请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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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药临时用药
管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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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药品供应链(药品共享)

门诊药房 急诊药房 高级诊疗
中心

库房

住院药房 配置中心住院药房 配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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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三：减少一级库不必要库存

主要因：⑴月初备足一个月的量⑵供货不正常，要多备货，
以供临床需要⑶发票未及时到，重复备药

改善前： 对策实施

以供临床需要 发票未及时到 重复备药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一级库许多不必要的
库存增加。

对策内容：

负责人：周玲、李轶

实施时间：08年7月

增加计划次数

多开票，分多次入库

催促供货方及时送票
地点：西药库

催促供货方及时送票

严格执行票随货到制度

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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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效果确认7、效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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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比较

周转天数周转天数

20
预计下
降17.4%

实际下降
27.0%

15 -----------------------
10

5

0
改善前 目标值 改善后

49

周转天数 15.13 12.5 11.05

改善前 目标值 改善后



有形成果

目标达标率

= (改善后－改善前)/(目标值－改善前)×100%= (改善后 改善前)/(目标值 改善前)×100%
=（11.05-15.13）/（12.5-15.13）
×100%×100%
= 155.13%
进步率进步率

= （改善前－改善后）/改善前×100%
（15 13 11 05）/15 13 ×100%=（15.13-11.05）/15.13 ×100%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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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享

计算期天数 （期初库存金额（进价） 期末库存金额（进价））
周转天数 =

计算期天数*（期初库存金额（进价）+期末库存金额（进价））
2*收入（零价）（消耗）

按照财务计算公式：（下半年184天计算）

周转天数从去年下半年15.13下降到今年下半年11.05天。

6个月累计节约成本 7020万元

我们不但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而且还比预期减少了1 45天 这是我们不但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且还比预期减少了1.45天，这是
各小组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周转天数按19天下降到11.05天计算

6个月累计节约成本 1.36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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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成果

改善前 改善后 活动
项 目 成

长总分 平均 总分 平均

QCC手法运用 60 5.5 88 8 2.5

团队精神 94 8.5 105 9.5 1团队精神 94 8.5 105 9.5 1

专业知识 78 7.1 103 9.4 2.3

沟通协调 85 7.7 103 9.4 1.7

活动信心 75 6 8 94 8 5 1 7活动信心 75 6.8 94 8.5 1.7

责任荣誉 104 9.5 110 10 0.5

52

注：由圈员11人评分，每项每人最高10分，最低1分，总分为110分



无形成果

QCC手法运用 团队精神
8

10

8

6

2

4

0
责任荣誉 专业知识

0

改善后

改善前

改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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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调活动信心



8 检讨与改进8、检讨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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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检讨

活动项目 优点 缺点或今后努力方向

主题选定
符合库房特点，压缩资金占用，提高管理效

主题选定
符合库房特点，压缩资金占用，提高管理效

率

活动计划拟定 具有可实施性，可提升工作质量 计划不需太庞大，有效就行

现况把握 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善 设定范围偏大

目标设定 降低周转天数至12.5天 合理评估圈能力

解 析 对各个环节仔细考虑，解决方法较多 抓住主要问题解决

对策拟订 通过现状把握，制定改进计划 在实践中调整，希望能维持

对策实施与检讨
持续执行对策，以维持成效 对策实施时间较短，会持续实施

效果确认 超额完成预定指标
巩固现有效果，不断总结、改进、提

效果确认 超额完成预定指标
巩固现有效果，不断总结、改进、提

高

标准化 完善购进、请领程序 逐步成章

圈会运作情形 基本顺利，成功

55

圈会运作情形 基本顺利，成功

残留问题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信息的支持，提高周转率，降低周转天数需要长期维持



每个圈员
的感言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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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想

通过品管圈的活动，使我们学到了全新的管理方法，
使各部门之间增加了沟通与协调，加强了团队凝聚力。使各部门之间增加了沟通与协调，加强了团队凝聚力。

提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更深层次、多
方位、更全面地把握现状。

通过信息系统的支持，提高了工作标准化程度，工作
质量显著提升。

老师的辛苦培训与仔细辅导，使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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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精神是心 敬业精神是手团队精神是心，敬业精神是手，

创新精神是脑，务实精神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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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为患者提供我们将为患者提供
更好的药学服务而

不断努力！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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