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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Series

■高醫附院行政管理中心醫療品質管制室 陳萱、梁素琴 組員

拯救生命
提升院內急救照護品質提升院內急救照護品質

大作戰
醫療品質改善突破系列

    醫療品質改善突破系列(Breakthrough Series 

Model,簡稱BTS)為1994年由美國健康促進組織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IHI)

為突破傳統個別改善的成效以促進醫療品質而發展

出的機構間共同合作的改善模式，是一個跨團隊、

跨組織的學習，由多個來自不同組織的專業團隊，

針對相同的主題進行品質提升。運用團隊間已有的

知識與經驗，透過分享與學習的激勵，找出突破現

況的作為，經由改變措施的測試，找出有效提升品

質的方法。　　　　　　　　　　　　　　　　

    國內BTS的推動於2006年由策會引進，自2006

年起，醫策會每年選擇不同的主題，邀請各醫院

組成跨團隊參與，至今已邁入第8年，過去所推展

之其他主題，例如：D2B、stroke等，亦達到不錯

之成效，故於今年持續推廣，邀請各醫院參與。

102年度醫療品質改善突破系列活動主題為『拯救

生命大作戰-提升院內急救照護品質』，突破重點

為：避免急救事件發生及提升急救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過程之品質。今年度共計35

家醫院團隊參與，展開為期六個月之合作，每團

隊需參與3次由醫策會主導的一系列跨團隊、跨組

織之學習課程。　　　　　　　　　　　　　　

    本院於102年6月於院方支持下，籌組團隊參與

    醫策會計畫，團隊成員包含重症加護醫學中

    心、內科部、護理部、臨教部、麻醉科、醫品

    室及資訊室。目前本院急救照護流程部分屬不

    同單位負責，如加護病房由加護病房醫療團隊

    執行急救、內外科病房由單位內醫療團隊負

    責、其餘單位由9797團隊執行急救。面臨的困

    難包含無「高危險病患」之通報和處理系統、

    急救相關記錄不完整及未系統性收集IHCA相關

    資料並進行分析與檢討。考量全院改善幅度過

    大，故本次選定內科病房（含加護病房）為此

    次學習課程之改善單位，訂定之突破重點為：

   (一)建立快速反應系統，避免急救事件發生：

       1.發展偵測高危險病患之評估工具　　　

       2.組織Rapid Response Team (RRT)　　　

                 3.建立高危險病患通報及處置之資訊平台

       4.推廣ISBAR，加強高危險群病人交班品質

   (二)提升改善急救過程紀錄，提升急救照護品質：

       1.標準化、簡單化、資訊化　　　　　　

       2.全院急救相關資料之收集與分析　　　

一、院內現況分析與突破重點　　　　　　　　　

(三)其他期待目標：

    1.急救過程紀錄與醫囑系統和病歷系統之整合

    2.推廣急救情境模擬教學，提升急救照護品質

醫療品質改善突破系列簡介

102年度活動主題與目標

本院推動現況

二、改善過程及特殊榮耀　　　　　　　　　

　　本專案之改善架構如圖所示，改善重點為針

對高危險病患群體建置RRS（Rapid Response 

System）系統，並改善急救過程紀錄。推行階段

包含四個階段，分別就建立快速反應系統及改善

急救過程紀錄部分，設定階段目標及改善策略。

     （一）改善急救過程記錄：102年8月團隊制

         訂院內心跳停止暨急救記錄單，並辦

         理共2場說明會，說明院內心跳停止暨

         急救記錄單適用時機及填寫注意事項

         等。102年9月院內心跳停止暨急救記

         錄單及急救病患動態記錄資訊系統分

         別上線，目前持續建立急救記錄資訊

         管理平台（增加指示醫令、組套、檢

         查等功能）。　　　　　　　　　

   （二）建立快速反應系統：制訂高風險病患

         評估工具，組成快速反應團隊(RRT)及

         制訂啟動流程。102年12月拍攝教學影

         帶，並於103年1月進行院內教學並啟

         動RRT資訊系統。　　　　　　　　

    團隊成員於半年內召開10餘次工作會議，陸

續完成各項改善策略，並辦理多場次院內教育訓

練課程，使系統逐漸被院內同仁使用，各項改善

策略執行成效卓越。此外，本團隊之努力與改善

成效亦獲醫策會肯定，榮獲醫策會頒發貢獻獎之

鼓勵。未來，期望將專案推動策略平行展開至全

院各單位，突破院內現況並提升品質，讓病人擁

有更安全的醫療照護。　　　　　　　　　　

改善階段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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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醫學部人體器官保存庫品質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陳柏志 主任
  行政管理中心醫療品質管制室 梁素琴 組員

■高醫附院

   近年來，各醫療院所對生物安全的重視逐漸提

升，各機構生物安全委員會於衛福部疾管署努力推

動下，積極提升運作成效。102年6月，醫策會在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支持下，首次舉辦了長照機構

感染管制及實驗室生物安全品管圈競賽。雖然品管

圈活動在醫療機構早已進行多年，但對生物安全實

驗室而言，透過品管圈進行品質改善活動卻是初次

嘗試，許多醫院或機構的實驗室都是在接獲公文通

知時才開始進行，我們也是在倉促間接獲生物安全

委員會長官的指示後，便刻不容緩地展開圈改善活

動。　　　　　　　　　　　　　　　　　　　

   品管圈是組織內部例行性的管理活動之一，透

過全體員工主動參與，自我啟發與團隊間相互啟發

的過程，持續進行各項作業的創新與改善，讓機構

能持續擁有競爭的優勢。因為是以參加競賽為目

標，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品管圈講求的是團

隊合作，圈員選擇的適當性是首要課題；而競賽範

圍為實驗室生物安全，表示競爭對手也是在實驗室

生物安全領域的專家，因此活動主題方向的正確掌

握也非常重要。首先便向本院生物安全委員會二位

資深幹事請益，了解生安會目前的運作及工作範圍

後，體認到如果想要獲獎就必須有全面性的改善成

果展現，幾經討論後，決定將本次改善的主題訂為

「提升生安會運作之品質與效能」。　　　　　

    唯有創造圈的特色才能被看見不同，生安會目

前運作情形大多數醫院皆類似，因此除了延攬原有

實驗室人員加入，工安室及工務室的協助也是改善

時不可或缺的。此外由之前請益的經驗得知，資訊

化對於業務流程的改善是急迫且能發揮特色的重

點，然而資訊室目前由於需求繁多，在人力安排及

配合上顯得相當吃緊，經過不斷地與資訊室溝通

後，幸運地找到能配合本次改善活動的圈員，也正

因為有資訊室的全力支持，使得評審委員對於本院

前言　　　　　　　　　　　　　　　

圈的運作　　　　　　　　　　　　　

運用資訊系統及流程改善的成效印象深刻，能在眾

多機構當中脫穎而出。   　　　　　　　　　 

    在品管圈運作期間，由於圈員大多為單位主管，

因此開會必須很精準地掌控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們

每週例行開會一次，每次會議一定在1小時內結束，

同 時 設 立 e-mail群 組 隨 時 更 新 目 前 圈 的 進

度。會議前先做好準備工作，將特別需要討論的細

節在會議前先進行溝通協調，使正式會議時能順利

達成決議；此外，依照每位圈員的專業進行工作分

配，讓全員皆能充分參與，發揮功能，維持圈的有

效運作。　　　　　　　　　　　　　　　　　

   本次實驗室生物安全競賽分為提升生安會效能

組及降低意外組，共20家機構參賽，各團隊在4個

月內產出成果報告並參與第一(書面審查)及第二

(現場發表)階段之競賽活動。品管圈口頭發表與過

去熟悉的學術發表不同，需要在短時間內展現出圈

活動的努力過程與團隊合作精神，注重口條清晰與

時間掌控。雖然影片播放方式可加深評審印象，但

考量不了解比賽現場的環境與音效效果，因此我們

採用二人雙簧的表演方式，遴選二位了解細節且台

風穩定的菁英上台唱雙簧敘述整個步驟；另外簡報

也經過美化及調整，事先演練多次以達時間的精準

掌握。　　　　　　　　　　　　　　　　　　

   這次的參與經驗讓初次接觸品管圈的我們獲益

良多，書面資料是給評審最重要的第一印象，內容

務必力求正確、整齊、美觀，裝訂精美的封面有加

分作用，此外參加前仔細研讀比賽規則及計分方式

是很重要的，這次在製作書面報告因未注意頁數限

制，在調整頁數時花了許多時間。輔導員適時的介

入對我們幫助很大，當圈活動陷入瓶頸時，輔導員

會依專業提出建議與指引，使大家能有明確的方向。

高醫人向來秉持著一步一腳印做事腳踏實地的精

神，這次品管圈活動榮獲實驗室生物安全品管圈競

賽提升生安會效能組特優，不僅實際改善了日常作

業流程，提升實驗室生物安全，最重要的是在於參

加生安活動的熱忱，及跨團隊合作的精神，努力於

共同維護實驗室安全及病人安全，相信因為大家多

一些的努力，都能幫高醫爭取更多的榮譽。　　

口頭發表執行策略　　　　　　　　　

後記　　　　　　　　　　　　　　　　

2013年全國實驗室
生物安全品管圈
競賽特優

2013年全國實驗室
生物安全品管圈
競賽特優

2013年全國實驗室
生物安全品管圈
競賽特優
以專業、熱忱帶領的跨團隊合作

品管圈競賽紀實~
以專業、熱忱帶領的跨團隊合作

~品管圈競賽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