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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的专案管理

尹世玉1,刘思卉2,黄丽红1,王颖1

摘要:目的
 

对病区卫生间门锁进行风险防控专案管理,以预防患者在卫生间发生意外事件。方法
 

对医院106个病区进行现场查

房,获取责任护士对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成立专案管理团队,制订专案管理措施,对卫

生间门锁管理、钥匙配置要求、钥匙放置位置与日常管理等进行细化与规范,专案管理后评估临床护士对卫生间门锁钥匙位置的

知晓率、卫生间通用钥匙的性能与护士一次性开卫生间门锁成功率。结果
 

抽查的病区卫生间门锁100%使用通用钥匙;卫生间门

锁钥匙统一放置在应急箱内,位置100%一致;病区责任护士一次性准确开锁率为100%。结论
 

对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开展

专案管理,有助于提高护士安全管理的参与性,可以有效落实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措施,以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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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project
 

management
 

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locks
 

of
 

washrooms
 

in
 

wards,
 

and
 

to
 

prevent
 

accident
 

occurring
 

in
 

patients'
 

washroom.Methods
 

Totally
 

106
 

wards
 

in
 

the
 

hospital
 

were
 

checked
 

on
 

site,
 

and
 

primary
 

nurses'
 

problems
 

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locks
 

of
 

washrooms
 

in
 

wards
 

were
 

collected
 

and
 

root
 

caus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was
 

established
 

and
 

project
 

management
 

measures
 

were
 

formulated,
 

then
 

the
 

locks
 

management,
 

the
 

configuration
 

requirements
 

and
 

location
 

of
 

keys,
 

and
 

daily
 

management
 

were
 

refined
 

and
 

standardized.
 

Clinical
 

nurses'
 

awareness
 

rate
 

on
 

location
 

of
 

keys
 

to
 

the
 

washrooms,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al
 

keys
 

to
 

the
 

washrooms
 

and
 

nurses'
 

success
 

rate
 

of
 

opening
 

the
 

door
 

at
 

one
 

time
 

after
 

the
 

project
 

management
 

were
 

assessed.Results
 

All
 

the
 

locks
 

of
 

the
 

washrooms
 

were
 

opened
 

using
 

the
 

universal
 

keys,
 

the
 

keys
 

were
 

placed
 

in
 

the
 

emergency
 

box
 

uniformly,
 

and
 

all
 

were
 

in
 

the
 

same
 

place,
 

and
 

all
 

the
 

primary
 

nurses
 

in
 

the
 

wards
 

could
 

open
 

the
 

locks
 

at
 

one
 

time.Conclusion
 

Project
 

management
 

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locks
 

of
 

washrooms
 

in
 

ward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nurses'
 

participation
 

in
 

safe
 

management,
 

it
 

could
 

promote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ter-
ventions

 

taking
 

into
 

action
 

effectively,
 

and
 

ensure
 

patients'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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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作为患者治疗、康复的场所,需要满足患者

及家属、陪护人员基本的生活需求,卫生间是保证基

本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供如厕、洗漱、沐
浴等功能,同时还要满足运维人员和医护人员的管理

要求[1]。在我国有41.67%的患者跌倒[2]、40.48%的

患者自杀[3]发生在卫生间。不良事件不仅会给患者

及家属带来沉重打击,也易引起医疗纠纷[4]。风险防

控是指管理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消灭或减少风险

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或者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时造

成的损失[5]。当患者在卫生间发生意外事件时,医务

人员能否在第一时间打开卫生间门锁,进入卫生间及

时对患者实施救治,赢得最佳抢救时机,避免医疗纠

纷至关重要[6]。为有效预防患者在卫生间发生意外

事件,2017年10~12月我院护理部组织专案管理团

队对病房卫生间门锁进行专案管理,取得满意效果,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设置53个专科,有106个护

理单元,开放床位5
 

532张。全院护理人员3
 

029人,
护理员543人。2017年出院患者272

 

002例次。
1.2 管理方法

1.2.1 现况调查,识别风险 2017年9月对全院病

房卫生间门锁进行专项安全检查,统计护士接到卫生

间紧急铃声后使用正确的钥匙一次开锁成功的比率

(即一次性准确开锁率);询问其他护士卫生间门锁钥

匙放置位置;每个病区现场随机查看至少3个卫生

间,测试紧急备用卫生间钥匙开锁是否顺利。检查发

现卫生间一次性准确开锁率仅为76.92%,主要问题

为需尝试多把钥匙才能打开卫生间门锁;卫生间钥匙

的放置位置知晓率为88.46%,主要问题为病区有多

串钥匙,放置位置不同;紧急备用卫生间钥匙开锁率

仅占88.46%,主要问题为紧急备用钥匙与锁不匹

配。分析原因,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卫生间门锁

管理的相关制度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性;②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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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钥匙放置不规范,与不同功能钥匙串在一起,紧
急情况下不方便取用;③我院超过百年历史,有不同

时期的建筑,病区卫生间门锁使用多样化,目前院内

有7种类型的卫生间门锁分布在不同的建筑内,不利

于通用钥匙的配置与使用。
1.2.2 组建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专案管理团队 成

立由护理部主任担任组长,卫生间内发生过护理不良

事件的科室总护士长(2人)、护士长(3人)、病区护士

骨干(3人)、后勤科长(1人)为组员的专案管理团队,
共10人。明确专案管理团队组员职责:①分析全院

安全检查结果,进行根本原因分析。②完善病房卫生

间门锁风险防控的相关规范与具体措施。③制定病

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管理效果评价方法。④在全

院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措施推行过程中,发现临床突

出问题,提出调整建议并督促落实。⑤进行全院专项

督导检查,评价专案管理效果。
1.2.3 设定管理目标 卫生间内不良事件包括自

杀、自伤、跌倒等,涉及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设定管

理目标为各病区卫生间门锁100%能够使用紧急备

用钥匙打开,患者卫生间门锁钥匙放置位置100%一

致,病区责任护士一次性准确开锁率为100%。
1.2.4 专案管理措施

1.2.4.1 细化卫生间门锁管理内容 ①统一门锁开

启方式。全院7种不同型号的卫生间门锁可分为有

锁孔和无锁孔两类,与后勤部门协商后,明确规定,全
院患者卫生间门锁若为有锁孔,则由后勤部门提供可

通用钥匙,必要时更换门锁,确保一把紧急备用钥匙

开全病区的卫生间门锁;若卫生间门锁使用无锁孔旋

钮,则调整门锁锁芯,从门外就可以用手打开旋钮,进
而打开门锁。②执行与落实。由各病区护士长负责

清查病区卫生间门锁,排查不能被紧急备用钥匙打开

的门锁,进行登记;后勤部门负责进行门锁更换或对

锁芯进行调整,并完成全院紧急备用钥匙的配置。
1.2.4.2 卫生间钥匙放置规范与日常管理 在原有

的卫生间管理制度基础上明确钥匙的管理措施,规定

卫生间紧急备用钥匙与消防通道钥匙一同放置在病

区应急箱内,做好标识。①每周开箱检查1次,固定

时间、班次及人员。每次检查时,必须进行钥匙开门

测试,确保标识正确,性能完好,处于完好备用状态。
检查后在专用封条上签写检查时间及检查者姓名。
②护士每班交接班时,查看应急箱门外封条是否完

好。③更换门锁后,须及时测试,使之处于完好备用

状态。④纳入病房安全管理质量控制,每月督查。
1.2.4.3 护理人员培训 将卫生间门锁管理规范做

成文书,由护理部下发诵读通知,护士长根据诵读通

知内容组织科室工作人员培训,包括医护人员、进修

人员、实习生、保洁人员、配餐人员等,确保人人知晓

放置位置、使用方法及管理要求。并通过现场模拟演

示,进行考核验收,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上报护理部。

1.3 评价方法 2017年12月(即诵读通知下发2个

月后),组织全院85名护理管理督查人员,同时对全

院106个病区进行专项查房:①随机挑选病区询问

1~2名护士应急箱物品配置,统计卫生间门锁钥匙

位置的知晓率;②每个病区随机选择3个卫生间(总
计318间),由责任护士使用钥匙打开,记录卫生间紧

急备用钥匙的性能与护士一次性开卫生间门锁成功

率;③随机抽取病区责任护士53人及护士长27人进

行访谈,了解其对卫生间门锁开展专项管理的看法。
1.4 统计学方法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描述。
2 结果

2.1 病区卫生间门锁专案管理效果 实施专案管理

后,抽查的318间卫生间门锁100%使用通用钥匙;病
房卫生间门锁钥匙统一放置在应急箱内,位置100%
一致;病区责任护士一次性准确开锁率为100%。
2.2 临床护理人员对病区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专案

改善的看法与建议 92.59%(25/27)护士长认为作

为转诊的上级医院,病区收治的危重患者和疑难杂症

患者越来越多,患者与家属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卫生

间属于相对隐私、隐蔽的环境,存在许多风险,对卫生

间门锁风险防控的专项管理是十分有必要、及时的;
60.37%(32/53)责任护士认为通过专案管理,面对去

卫生间的患者时心里更加踏实了,值班更有安全感。
个别护士提出病区内卫生间通用钥匙的锁孔扁圆,可
以使用其他物品打开,如硬币等,建议紧急情况下可

以使用其他物品打开卫生间门锁,减少紧急情况下返

回护士站取钥匙的时间。经过组织专家讨论,建议:
①应急箱内物品配置与管理保持不变,定期考核,人
人知晓;②紧急情况下,临床护士综合评定现场情况,
以最快的速度打开卫生间门,对患者进行进一步救

治,不限制开门钥匙。
3 讨论

3.1 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的专案管理势在必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医疗机构卫生间

管理工作的通知》[7]指出,加强医疗机构卫生间等基

础环境管理,是深化“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为患

者提供人性化关怀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医疗质量和患

者安全的有效举措,也是体现医疗机构管理水平、树
立行业良好形象的重要方面。重视医院物理环境及

对基础设施的改善是降低整体风险、保障住院患者安

全的重要策略[8-9]。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

数据,2008年有234
 

094人因在卫生间受伤而急诊,
其中约13.7%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在这些事件中,
14.1%发生在如厕时,37.3%发生在淋浴或洗澡

时[6],在我国,卫生间也是跌倒、自杀等不良事件的

“高发地带”[3],在患者发生跌倒、自杀等意外事件时,
第一时间到达患者身边进行救治是医务人员的职责,
而顺利打开卫生间的门,是迅速进行救治、紧急启动

预案、避免事件扩散升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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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开展专案管理可

提高护理管理效能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

的《医疗机构患者活动场所及坐卧设施安全要求第

1部分:活动场所》[10]中第四部分指出,卫生间和浴

室的隔间门闩(门锁)应能从门外开启。我院护理部

对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开展专案管理,将相关

要求在原来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对门锁调整、
钥匙配置、钥匙放置位置与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详

细、可操作性的规定。由于对不能使用通用钥匙的

门锁仅仅是通过调整锁芯解决,不额外增加科室成

本;全病区卫生间紧急情况下使用应急箱中唯一的

通用钥匙,护理人员不必思考,直接取用,符合应急

管理中“快速反应”原则,以便医务人员在需要时能

顺利进入,确保相关行业标准的落实,保障患者的生

命安全。将卫生间门锁通用钥匙纳入应急箱中进行

管理,既可确保位置固定且人人知晓,又能因为应急

箱的严格管理而处于备用状态,并且不用额外安排

人力资源进行卫生间门锁钥匙的日常管理,实现管

理效能最大化。
3.3 对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开展专案管理有助

于提高护士安全管理的参与性 在制定改善措施阶

段,专案管理团队到病房现场查看,与护士长和责任

护士进行讨论,广泛采纳意见和建议。在措施推行初

期,护士长与责任护士积极排查病区卫生间门锁、联
系后勤部门调整门锁与配置通用钥匙,在参与过程

中,护士对此专案管理的理解逐渐深入,改善措施在

实施过程中被优化。在执行要求传达阶段,护理部以

下发文的形式传达到全院各病区,并进行晨会诵读,
根据我院护理重要信息晨会诵读制度的要求,护理重

要信息一经发布,总护士长和护士长有责任将信息传

达至每一位护理人员,在晨会上对重要信息进行诵

读,连续2~3
 

d,确保护理人员人人知晓;病区会在信

息传达后组织模拟演练并考核,让每位护理人员意识

到患者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的重要性。本专案管理

的措施简单、易行、可操作,不增加护士工作负担,直
接为患者安全提供保障,60.37%的护士认为值班更

有安全感,形成全员对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的共识,
营造出护理安全文化氛围。

4 小结

对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开展专案管理,通过

成立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专案管理团队,明确工作职

责、内容和目标,加强对卫生间门锁管理、钥匙的配置

要求、钥匙放置位置与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细化与规

范,有助于提高护士安全管理的参与性。通过专案管

理,可以有效使病房卫生间门锁风险防控措施得到落

实,以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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