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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疗机构内部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和管理历来是安全生产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多

年来，虽经不断摸索，但收效甚微。ＪＣＩ（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作为全面提升医院安

全管理的有效措施，有着一套完整而又切实可行的标准，能极大地帮助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的日

常监督和管理。介绍了我院在ＪＣＩ认证中有关管理危险化学品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以期为相关医

疗机构有效而又安全地管理危险化学品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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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作为国际上历史最为悠久、

标准最为专业的评审机构，其模式受到世界卫生组

织的高度认可，是世界上公认的医疗服务最高标准。

ＪＣＩ一直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医疗机构提高其医

疗、护理、行政及公共决策的管理水平，从而做到以

病人为中心，使各项流程和制度标准化、精细化，并

为患者、来访者及员工提供安全、可靠、功能齐备和

支持性的医疗环境。

我院２０１２年启动ＪＣＩ评审论证，经历了基线评

估、预评审、正式评审及（预）复评审等各个阶段，历

时五年。一路走来，整个过程充满着“荆棘坎坷”，困

难重重，特别是危化品管理的制度、规范及流程等，

我们从无到有，摸索前行。在ＪＣＩ各位评审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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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各项制度逐步规范、有序地建立，为医院的

安全管理指明了持续改进方向，医院受益匪浅。危

险化学品的管理，作为医院安全保卫部日常管理的

重点工作之一，如何有效降低并控制危害和风险，防

止事故和伤害，以及保持医院内部安全的就医环境，

在参与ＪＣＩ评审前是时常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如

今，医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效而又切合实际的管

理制度及方法，使医院在这方面的管理更有效、更安

全、更持续。

１　认识不清，隐患巨大

危化品可分为有害废弃物及危险化学品。有害

废弃物分为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

性、放射性等六大类；危险化学品可分为易燃气体、

不燃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遇湿易燃物品、氧化

剂、有毒品、腐蚀品、其他化学品等九大类。医疗机

构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尤其是作为一家集“医、教、

研”于一体的儿童综合性的三级甲等教学医院，每年

所从事的医学实验及课题研究等科研项目繁多，使

用的危化品品种也多，各类实验室操作人员来源既

多又复杂，危化品储存柜极不规范，存放位置也五花

八门。在接受ＪＣＩ国际医院评审前，作为医院危化

品的监管部门，安全保卫部对于相关的管理制度流

程等知之甚少，而且片面地认为，危化品仅限于剧毒

类物品氰化物等。医院在２００８年搬迁前销毁了全

部剧毒类物品后，对于其余危险化学品物质的管理，

完全处于真空状态。部门申购危险化学品时，无需

申报安保部门，只需填写申购单即可购买。院内有

多少品种的危险化学品，数量多少，存放地点等安保

部完全不得而知。所有保管、使用危化品的人员也

未参加过相关培训，更没有发生紧急事件后的处置

预案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发生危化品遗失、泄

露等突发事件，各部门很难第一时间落实到人并进

行相关事态的紧急处置和上报，从而造成事态进一

步扩大，影响和危害患者和家属，甚至是医院工作人

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与此

同时，各病区及辅助部门内使用的消毒片、清洗液等

化学物品更是随意摆放，存在着被患儿及家属随意

拿取甚至误食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医院适时开展

ＪＣＩ国际医院评审项目就显得尤为重要。

２　血的教训，警钟长鸣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２３：３０左右，天津滨海新区

第五大街与跃进路交叉口的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爆

炸，发生爆炸的是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消防

部门先后调派１４３辆消防车，１０００余名消防官兵到

场救援。经过一天一夜的全力奋战，大火基本得到

了控制。经初步统计，遇难者总人数升至１６５人，仍

有８人失联，直接财产损失更是高达２０亿美元，是

建国以来损失最为巨大的一次。分析事故的直接原

因，就是违规储存危险货物，安全管理混乱，安全隐

患长期存在。危化品事故所产生的破坏力和毁灭性

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以ＪＣＩ国际医院评审为契机，

必须制定一套安全、有效的危化品管理方法，将发生

事故的可能性降低到零。

３　制定计划，整改落实

为了切实做到以病人安全为中心，努力适应医

疗行业形势发展，院领导审时度势，及时开展了ＪＣＩ

国际医院评审项目，积极地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可

靠的医疗环境。在此情形下，安全保卫部以此为契

机，尽快解决医院危化品日常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安

全隐患。科室全体人员积极开展各项自查工作，并

下定决心在ＪＣＩ评审过程中对日常存在的不规范的

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整改。为此，安保部制定了详细

的推进计划，并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进行整改落实，务

必在ＪＣＩ正式评审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各位评

审官。

４　耐心指导，倾囊相授

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和不足，安全保卫部在推

进危化品管理的整改落实时，遇到了很大阻力，感到

疑惑，甚至是迷茫，不知该从何入手进行解决。虽然

也到其他医疗机构学习参观，获取宝贵的管理经验，

可是由于每家医院的独特性，仍然有不少问题困扰

着我们。此时正在ＪＣＩ基线评估以及预评审期间，

来院指导的各位评审专家均能够耐心解释评审指南

中对应的各项标准，剖析医院应达到的要求，并现场

结合儿科医院特点，商讨如何根据医院自身情况进

行整改。针对计划、制度及预案的制定，每一位评审

专家都能以自己积累的经验所撰写的材料作为模

板，从撰写材料的每个细节入手，循循善诱、倾囊相

授，使安保部每位人员都能清晰地了解今后开展工

作的方向和重点。

５　开拓思路，推进实施

从评审专家处学习到宝贵且又丰富的理论知识

及实践经验后，如何能够更安全地管理医院的危化

品，是摆在科室所有人员面前的问题。为了确保危

化品管理的规范与安全，安保部同人夜以继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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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积极进取，摸索出了一套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管

理办法。

（１）经过对危化品管理的深入了解，２０１４年１

月起安保部门在几番易稿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而

又周全的年度《危化品安全管理计划》，明确了危化

品的属性及分类，把九类危险化学品及一般化学试

剂材料均列入危化品管理计划中，详细陈述了危化

品管理时对储存、使用时的场地及人员资质的要求，

所有部门涉及危化品管理的人员必须接受相关培

训。相关人员须知晓人员受到伤害后紧急处理办法

和流程；危化品溅洒、溢出后如何第一时间进行紧急

处理，规定每个储存、使用危化品的部门必须配备溢

出包，并在计划中设定好本年度具体的工作方案和

完成时间节点。

（２）整理目录清单。针对全院危化品品种繁多、

储存分散的特点，医院保卫部门深入每个使用危化

品的部门，逐一清点核对，并分类区分性质。经核

实，全院共有危险化学品７８种，一般化学试剂材料

２９种，分布储存在５４个科室，为规范化管理危化品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３）根据ＪＣＩ专家的意见，制定了《危险化学品

管理制度》《放射性物质管理制度》及《危险化学品仓

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危化品管理制度。把危化品

的储存要求，管理人员的资质、职责，以及采购流程，

领用规定等均纳入各项制度，做到有据可依。把危

化品从申购、领用、使用到储存的流程规范化、制

度化。

（４）从各病区到门急诊临床检验科室再到科研

实验部门，为了使存放危化品的部门的管理人员，都

能够持有合格有效的资质对院内危险化学品进行日

常管理和使用，在医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医院派送

６８人，参加上海市安全生产协会主办的危化品从业

人员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了合格证书；安全保

卫部监管人员参加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

织的专业培训，并考核通过，获得了上海市安全生产

协会颁发的资格证书。通过一系列的专业培训，医

务人员对危化品的认识及管理人员对日常监督管理

的要求，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极大提高。同时，每三年

进行一次复培训，真正做到持证上岗。

（５）院级危化品的存放点，必须按照国家和ＪＣＩ

的要求，建造和设置相关安全设施。安保部会同后

勤保障部，对医院原有的危险化学品库房进行了翻

新改造。把原库房内电器开关等裸露电器设备移至

库房外，所有电线加装金属套管，通风窗设置铁丝隔

离网。并在库房内安装烟感探测器，库房顶部设置

独立喷淋水箱，增设喷淋装置。进出库房采用门锁

及门禁双重管理，二十四小时实时监控，安装红外线

入侵设防装置，每日由专人负责对库房进行进出库

登记及部门的领用管理。

（６）针对各病区、门急诊、临床检验科室以及儿

研所等部门存放、使用危化品的部门的日常管理，除

了由专人持证上岗以外，安全保卫部要求每个存放

点必须将九大类危险化学品存放在专业危化品储存

柜内，并分类为易燃及易腐蚀不同类型储存柜，每个

储存柜均进行编号管理，按照安保部所规定的储存

基数进行存放。每个存放点必须按规定配备 ＭＳＤＳ

（危化品使用手册）使用说明书，以及溢出包（危化品

泄露、溢出应急处置包）。对于一般化学试剂材料的

日常管理，明确要求各存放点设置独立上锁的安全

储存地，防止患儿等无关人员触碰误食。

（７）安保部每月到各存放点进行安全督查，查验

进出库及使用登记情况，查看存放点所储存的危化

品是否按照设定的基数有序存放，有无超额、超目录

储存现象的发生。日常督查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即

危险化学品外包装标签存在缺失和损坏，造成使用

人员无法及时了解该化学品属性及应急处置方法，

存在安全隐患，也无法达到ＪＣＩ所要求的管理标准。

２０１６年安保部制定了质量改进项目———危险化学

品标签合格率。通过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ＰＤＣＡ

及ＱＣＣ等），在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６年年

底，顺利完成该持续改进项目，达到了预期的管理效

果。目前，全院无论原装或分包装的危化品标签均

完好、清晰。

（８）申购及领用流程。各部门申购已登记在册

的危化品，通过院内ＯＡ从网上向安全保卫部申报，

并注明申购产品的名称、规格、使用性质及用途等，

安保部网上签字确认转交物流中心后，方可购买。

各部门如需申请新品种危化品，必须填写纸质申请

单，标明申请原由、产品各项性质、处理方法及产品

相关公司资质证明，先由申请科室负责人签字确认，

上报安保部，再经过医院消防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组讨论通过，报医院 ＱＰＳ（质量改进与病人安全

管理）委员会同意后，物流中心予以采购。危化品的

领用，每天各科室按规定时间到危险化学品库房进

行申领，库房由二名专职管理人员同时在场进行发

放，并将各科室的领用情况以备份的形式ＯＡ上报

安保部备案，便于每月在危化品巡查时，督查科室内

存放的各类危化品账物是否相符。

（９）应急预案的编写及演练。危化品万一发生

泄露、溢出等紧急情况，容易造成来院就医的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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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患者、家属及医院工作人员极大的伤害。因此，

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显得尤为重要。依托医院应急

管理委员会，安保部制定了一些列危化品，包括危险

化学品、放射性物质等的应急处置预案。在院长办

公室牵头下，医院每年在危化品使用部门进行危化

品泄漏应急演练。通过演练，我们对于处置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汇总分析，更新补充到原有的预案中，

使得预案的可行性进一步得以验证，真正做到了

ＪＣＩ的精髓———质量持续改进，有效地提升了发生

危化品泄漏后各科室应急处置的能力。

（１０）外借危化品的管理。由于外借危化品的申

领及采购未通过医院的正常渠道，且使用人员均为

来院学习的研究人员，所以在管理上一直是比较难

啃的硬骨头。在ＪＣＩ评审过程中，安保部及时发现

问题，找到相关各实验室负责人，共同制定了《外借

危险化学品登记本》，要求对于一切外借的危化品必

须严格登记，并注明外借人员姓名、产品性质及外借

原因，由各实验室负责管理，安保部每月督查，确保

了所有外借危化品管理的安全性。

（１１）在危化品的销毁管理上，医院安保部联系

专业危险化学品销毁处理厂家，前后五批次来院，销

毁过期或不再使用的有害材料共计１００余瓶，确保

危化品无私自或随意自行销毁的现象发生，防止二

次污染。

６　安全推进，有效持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制定了一整套危化品的

安全管理制度以后，怎样确保方案被持续推进、有效

落实，就必须依托各种管理工具以及巡查考核表来

进行监督。ＰＤＣＡ质量持续改进项目中，Ｐ（ｐｌａｎ计

划）———巡查中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制定改进计划

及相关措施。Ｄ（ｄｏ）———落实计划的执行，按照计

划 中 的 时 间 节 点 整 改 所 存 在 的 问 题。Ｃ

（ｃｈｅｃｋ）———整改项目完成以后，监测核实存在的问

题是否已经被有效整改。Ａ（ａｃｔｉｏｎ）———总结经验，

推进项目的持续进行，确保对危化品安全管理的有

效性。当然，在ＰＤＣＡ的实施中，会必不可少地运

用到“鱼骨图”“甘特图”等许多数据收集工具，提升

安全管理的有效性。通过巡查考核表督察制度落实

的有效性，将督察内容记录在案，每月上报医院考核

办公室，运用绩效考核机制有效地将医院危化品进

行网格化安全管理，每个科室的危化品由科室专人

专项管理、属地责任管理，确保更安全有效。

７　前后对比，效果显著

通过ＪＣＩ评审，给儿科医院危化品的安全管理

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成效是显著的。医院从对危

化品基本等于托管状态，到已经建立健全了详细的

危化品目录，掌握了全院的危化品属性。从危化品

杂乱无章地存放，到设立了规定的储存点、专业存储

柜存放。从管理人员无专业资质、管理混乱，到专人

专项培训，且培训考核通过后持证上岗。从没有危

化品应急处置预案，到医院不但制定了详细的处置

预案流程，还进行了细致缜密的预案演练，提高了应

对突发危害的处置能力。总而言之，经过ＪＣＩ国际

医院评审项目，在ＪＣＩ各位评审专家的帮助下，医院

危化品的安全管理有了质的飞跃，安全性和有效性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确保了医院安全管理的万无

一失。

８　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２０１３年ＪＣＩ的基线评估至今，医院在危化品安

全管理上点点滴滴的付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其中的艰辛和困难是难以在短短的字里行间所能表

达的，收获的成果和检验更是无法用言语所能描绘

的。持续改进———医院安全管理永恒的主题。回顾

开展ＪＣＩ工作以来，医院对危化品的管理，我们从一

个个对如何安全、有效管理危化品的懵懂无知的医院

安全管理人员，到ＪＣＩ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医院安全管

理理念，帮助我们提高，帮助我们懂得如何深刻理解

什么是以病人安全为中心，帮助我们有效安全地管理

医院危化品，使医院的危化品管理达到了规范化、安

全化标准，基本符合了ＪＣＩ评审所规定的要求。医院

安全管理的持续改进，保证患者、员工及来访者的安

全是我们所有安全管理人员永恒的主题，医院通过

ＪＣＩ论证，圆了全体儿科人一个梦。安全理念与安全

文化已深深扎根在每位儿科人的心目中，借鉴国际医

院管理的先进理念，通过医院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儿科医院的安全管理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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