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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分析法在新生儿静脉输注脂肪乳外渗
不良事件中的应用
刘淑霞 李海香 区燕文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佛山 528500）

摘要：目的：探讨根本原因分析法（RCA）在减少新生儿静脉输注脂肪乳外渗不良事件的作用。 方法：通过对 2012 年 1~12 月
我科发生的 136 例高危药物外渗护理不良事件，运用 RCA 方法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并制定干预措施。 2013 年 1~12 月实施改进措
施后，统计分析比较干预前后高危药物外渗例数及脂肪乳外渗发生率。 结果：实施干预后高危药物外渗发生率及脂肪乳外渗发生

率均低于实施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通过 RCA 实施干预能有效控制导致新生儿高危药物外渗的主要影
响因素，降低新生儿高危药物外渗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新生儿输液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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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 cause% analysis，
RCA）是一种回顾性不良事件工具，是一个系统化
的问题处理过程。 采用 RCA的方法分析护理质量，
能够了解造成不良事件的过程及原因，找出系统和
流程中的风险和缺点并加以改善[1]。 RCA的方法是
回溯医疗不良事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得到国
际医疗界的广泛认同，同时引起国内医疗界的广泛
重视[2]。

药物外渗，轻者出现肿胀、疼痛，重者出现组织
坏死，不仅影响患儿的康复和生命安全，还是医疗纠
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生儿科是静脉应用高危药物
治疗相对较高的科室之一，而且由于新生儿本身的
生理特点，更容易发生高危药物的外渗。 如何减少
新生儿药物外渗成为各界护理同仁迫切解决的护理
安全问题。 我科 2012年 1~12月发生新生儿药物外
渗 136例，其中脂肪乳外渗为 89例，占 65.4%。脂肪
乳系由大豆提取物加入一定量的磷脂酰胆碱（卵磷
脂）乳化而成的脂肪乳剂，是一种静脉营养药。 为需
要静脉营养的患者提供能量，广泛应用于早产儿、极
低出生体重儿静脉营养，但由于早产儿血管壁脆性
大、皮下脂肪薄，加之脂肪乳需 24%h持续输注，因此
极易发生外渗。 针对这一护理问题，我科于 2013年
1月组建 RCA团队，分析根本原因，制定干预措施，
减少脂肪乳外渗的发生，收到一定的效果。 现介绍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科 2012年 1~12月，高危药物治
疗患者为 2%252例，其中脂肪乳为 1%625例，发生高
危药物外渗 136例，发生率为 6.0%。 其中发生脂肪
乳外渗为 89例，占高危药物外渗比例 65.4%。 实施
RCA进行干预后 2013年 1~12月高危药物治疗患
者为 2%469例，其中脂肪乳为 1%787例，发生高危药

物外渗 89例，发生率为 3.6%。其中发生脂肪乳外渗
为 37例，占高危药物外渗比例 41.6%。
1.2%%%%方法
1.2.1%%%%成立 RCA 团队， 找出根本原因 成立 RCA
团队， 团队成员为新生儿科护士长和护理骨干共 6
人，其中主管护师 3名，护师 2名，护士 1名。 2012
年期间我科发生 136例高危药物外渗不良事件中，
脂肪乳外渗为 89例， 占高危药物外渗比例 65.4%。
通过充分收集 2012年脂肪乳外渗案例相关资料后，
采用头脑风暴法，从“人、机、物、环、法”五个方面寻
找近端原因，利用鱼骨图选出根本原因。初步列出事
件原因， 从以下 3个问题辨别是近端原因还是根本
原因：当原因不存在时，此问题还会发生吗？ 若原因
被纠正或排除，此问题会因相同因子而再次发生吗？
原因的纠正或排除将仍会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吗？
答“不会”者为根本原因，答“会”者为近端原因”[3]。
1.2.2%%%%近端原因和根本原因 列出影响脂肪乳外
渗的近端原因为：（1）护士对药理知识、高危药物使
用注意事项、外渗后处理方法知识缺乏，静脉穿刺技
术不过关；（2）高危药物治疗时未使用合适的血管通
道器材[4]；（3）交接班流程落实不到位；（4）护理人力
资源不足，护士工作负荷重，观察巡视不到位。 确定
根本原因为：（1）导致护士药理知识缺乏的根本原因
是：护士未接受相关知识的系统培训；护士安全意识
淡薄，对不断更新知识的责任缺失。（2）未使用合适
的血管通路器材的根本原因是：PICC置管技术开展
未成熟；护士对血管的评估不足。（3）交接班流程落
实不到位的根本原因为：护士对交接班流程不熟悉，
对各种核心制度不熟悉； 交接班流程未细化如何落
实交接指引。（4）导致护理人力资源不足，护士工作
负荷重，观察巡视不到位根本原因为：未合理安排人
力，仍有功能制护理模式；高危药物观察巡视指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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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落实。
1.2.3%%%%制定干预措施 （1）培训护士掌握相关药理
知识，规范静脉留置技术，选择合适用药途径，熟悉
相关行业标准，熟悉药物外渗后处理流程。 对新生
儿高危药物设立醒目标识；制定《新生儿常用药物快
速查阅手册》。 加强护士进行静脉留置技术知识的
培训，科内进行操作示范，对血管的评估、留置部位、
固定方法进行知识更新，提高护士护理操作技能，及
不同部位的留置及固定方法，并制作操作指引小册
子。认真解读静脉输液最新行业标准：2011年版，美
国静脉输液护士协会（INS）颁布的操作标准要求。
制定预防外渗措施、药物外渗处理流程。 培训护士
掌握防外渗措施以及药物外渗后的处理方法， 阮景[2]

的研究表明发生外渗 2%h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处理可
以明显降低外渗的损害程度。（2）使用合适的血管
通路器材。 充分利用科内三名取得 PICC置管证书
的护理骨干，系统培训护士掌握 PICC维护技术，促
进 PICC技术成熟在我科开展。所有早产儿、极低出
生体重儿的静脉营养必须经 PICC输入。（3）落实各
种核心制度、细化交接班指引。 对新生儿护士进行
核心制度培训，要求人人熟记并切实执行。 细化交
接班流程，制定交班指引，明确工作职责，保证各种
安全制度的落实。（4）合理利用护理人力资源，制定
科学的护理工作模式。 根据新生儿病区的工作特点
合理安排人力，取消部分功能制护理模式，弹性排
班，优化护理流程，明确护士职责，提高护士工作效
率。
1.3%%%%评价指标 高危药物外渗发生率 =（单位时间
内高危药物静脉治疗发生外渗的患者例数 /单位时
间内执行高危药物静脉治疗的患者总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统计软件对实施
RCA 干预前（2012 年 1~12 月）与干预后（2013 年
1~12月）发生高危药物及脂肪乳外渗的例数、发生
率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实施 RCA干预前后高危药物外渗及脂肪乳外
渗发生率的比较见表 1。实施 RCA干预后高危药物

外渗发生率、 脂肪乳外渗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实施干
预前，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1%%%%干预前后高危药物外渗及脂肪乳外渗发生率的比较[例（%）]

3%%%%讨论
护理安全是每一位患者的最低期望值， 也是影

响护理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5]。 采用 RCA的方法分
析护理质量，能够了解造成不良事件的过程及原因，
找出系统和流程中的风险和缺点并加以改善[1]。 通
过成立 RCA团队，改变护理管理思路，护士能积极
主动参与到护理质量管理当中。 RCA重在分析不良
事件中的根本原因并积极改进，而非传统模式追究、
问责、惩罚、教育。 通过从错误中反思、学习、分享可
以改善流程、完善制度，做到事前防范，减少同类不
良事件的发生，从而保障护理安全，提高护理质量。
护理缺陷的管理需要全体护理人员共同参与， 通过
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形成
良好质量文化氛围。

通过 RCA干预能有效减少新生儿静脉输液外
渗。 静脉输液是新生儿护理安全管理非常重要的环
节之一， 减少新生儿高危药物外渗一直以来是我们
护理质量安全追求的目标。 实施 RCA有助于完善
新生儿科对护士进行静脉输液相关知识的系统培
训，规范操作流程，制定高危药物外渗的预防措施，
明确静脉输液相关标准， 制定高危药物外渗处理指
引。最大程度降低高危药物外渗的风险，保障新生儿
静脉输液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彭刚艺,陈伟菊.护理管理工作规范[M].第 4版.广州:广东科技出版
社,2011.108

[2]阮景,潘继红.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减少新生儿科高危药物外渗及
损伤的实践[J].中国护理管理,2013,13(10):64-66

[3]姜玉娥,熊勇,杨丽,等.根本原因分析法在儿科输液不良事件中的
应用[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3,19(1):79-81

[4]钟华荪,张振路.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学[M].第 2版.北京:人民军医出
版社,2011.116

[5]王建荣,张黎明,马燕兰,等.临床护理过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设
立[J].中华护理杂志,2005,40(10):724-726

%%%%%%%%%%%%%%%%%%%%%%%%%%%%%%%%%%%%%%%%%%%%%%%%%%%%%%%%%%%%%%%%（收稿日期： 2015-01-12）
!!!!!!!!!!!!!!!!!!!!!!!!!!!!!!!!!!!!!!!!!!!!!

时间 n 高危药物外渗 脂肪乳外渗

2012年
2013年
字2值
P值

2%252
2%469

%%%%%%136（6.0）
89（3.6）
15.37

%%%%%%＜0.01

%%%%%%%89（65.4）
37（41.6）
33.2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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