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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对妇产科护理质量管理的影响分析

楚艳妮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医院　陕西　西安　710200

摘　要：目的：为提高妇产科护理质量水平，研究分析将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应用于其中的具体效果。方法 : 正式开展研究

前伦理委员会已经审核通过，并于 2019 年 8 月 -2020 年 8 月期间纳入 30 例在妇产科中就诊的患者参与实验，对其实施持

续质量改进，命名为A组，与此同时再次于该时间段纳入30例妇产科患者为对照组，命名为B组，继续实施基础护理管理。

两组共计 60 例研究对象参与实验，并且对其基本资料进行分析后确认符合实验条件，比较不同护理管理模式下的具体实

施效果。结果：将通过两组研究对象最终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评估护理质量，结果显示A组以上各方面观察指标

更优于 B组，（P＜ 0.05）。结论：持续质量改进是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将其应用于妇产科护理质量管理中能够全方位提

高护理质量，同时也能够满足妇产科发展的现阶段需求，更可提升患者满意度，对此应重视继续在临床上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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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为医院重点科室，广大妇产科病患对其中的护

理质量管理要求呈逐步提升趋势，并且通过护理质量管理

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据悉，

目前妇产科常用护理管理模式相对比较滞后且局限，无法

有效满足当下护理管理需求，因而需要对妇产科护理管理

模式进行深度优化。随着护理管理理念的快速发展，已经

得到临床检验的护理管理理念有戴明环法（PDCA循环法）、

品管圈（QCC），这两种方法在多年的临床应用中证实了其

应用价值，对推动护理质量的持续质量改进有积极帮助。如

今时代背景下，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发展迅速，相应的要再次

促进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因此妇产科护理管理部门应提高

重视度，从科室内具体情况出发，总结可能影响护理质量持

续质量改进的相关因素，并有针对性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进一步实现妇产科护理质量的快速提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9 年 8 月 -2020 年 8 月期间纳入 60 例研究对象

开展本次实验，均为妇产科患者，患者中最小年龄 22 岁，

最大 32 岁，中位年龄（27.01±0.22）岁，经过对其基本资

料分析后确认符合妇产科疾病诊断条件，并且患者意识清

晰，可无障碍交流，不存在其他合并症或精神疾病等情况。

1.2 方法

需继续在 B 组中使用基础护理管理，即定期组织妇产

科医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绩效考核等 [2]。

于 A 组中应用持续质量改进，共计分为四个阶段，即

计划、执行、检查及行动。第一，在计划阶段，应明确妇产

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妇产科内科成立专门的护理

管理小组，全权负责相应的持续质量改进工作；小组成员应

重点分析科室护理质量问题，如可从护理管理制度、患者满

意度、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情况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分析，最

终确认存在以下问题，即风险评估不到位、护理风险管理体

系不健全、与患者的沟通不足等。与此同时还需针对以上具

体问题制定改进对策。第二，执行阶段，在该阶段中，需根

据妇产科护理问题实施改进对策，包括完善护理管理体系、

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注重三查七对等。第三，检查阶段，

护理管理小组需对以上改进对策的实施情况进行检验，并比

较实施前、后的护理质量情况，还要通过会议讨论的形式再

次检查是否存在护理问题。第四，行动，对于依然存在的旧

问题或新发现的新问题，均要对其积极分析，精准定位问题

原因，并再次制定改进对策，于下一循环中进行改进 [3]。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度分析

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别对两组患者发放满

意度调查问卷，根据其满意度评分评估满意度，可分为满意、

一般满意、不满意三个标准。

1.3.2 护理质量分析

护理质量的评估中，重点对病区管理、分级护理、抢

救物品、规范服务和护理文书几个方面进行评估比较，分值

与护理质量呈正比关系，分值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优。

1.4 统计学处理



       79

国际临床医学 :2023 年 5 卷 6 期
ISSN:2661-4839

采用 SPSS22.1 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信息，并以 X2

作为计量资料的校验单位，组间比较差异为（P＜ 0.05）时，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B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通过满意度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情况进行了评估比较，从结果中表数据显示可见，A 组满意

度高达 93.33%，显著高于对照组 83.33%（P ＜ 0.05）。

表 1 AB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A组 30 17 11 2 93.33

B 组 30 10 15 5 83.33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2.2 护理质量分析

对不同护理管理模式下的护理质量进行了分析，包括

病区管理、分级管理、抢救物品等几个方面，如表 2 可见 A

组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3 讨论

妇产科为医院重点科室，近年来人们生活质量明显提

升，思想意识上发生了较大转变，对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原有护理管理模式已经不再能够继续适应当前具体情

况。妇产科中患者情况复杂，对护理服务质量的要求更高，

因此当前应重视从护理管理角度进行深度优化改进，促使护

理管理模式向着“服务型”的模式转变。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妇产科护理管理乃至所有临床科

室的护理管理模式均应跟随时代发展而进行改变，以更加适

应新时代下的发展趋势和健康理念。在本次研究中，便探析

了将持续质量改进应用于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实际价值。持

续质量改进是一种新型管理理论，并逐步发展为了一种管理

模式，注重从多角度、多方面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螺旋式

的提高管理质量。对于妇产科中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应用，

首先需要了解妇产科护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可

能引起此类“不足”的原因进行深入整理、分析，找出“症

结”所在，进而制定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法加以改进，并对改

进效果进行评价。如本次研究结果中表 1 所示可见，A 组患

者在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应用下其满意度高达 93.33%，反

观 B组仅为 83.33%，A组满意度更高，（P＜ 0.05）。其实，

在持续质量改进的具体实施中，应注重从全面、综合角度出

发制定具体实施规划，详细如下：

3.1 提升妇产科对持续质量改进的认知

随着时代的发展，提升护理质量是医院需要直面的问

题，从本次研究分析可见，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实施有助于

提高护理质量水平，更能够得到患者的认可，基于此，妇产

科内护理质量的持续提升首先要重视医护人员对“全面质量

提升”理念的学习、贯彻与落实。对此，护理管理部门可定

期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分层次、分时间段的对妇产科医护

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可以在思想意识上提高重视度

[4]。

3.2 完善妇产科现有临床护理管理体系

完善的临床护理管理体系十分重要，更是促进护理质

量持续改进的重要前前提，过去妇产科中之所以存在护理

质量提升速度比较慢的问题，与护理管理体系不完善有相

关性。基于此，当前妇产科中要重视该问题，如首先可以从

过往的管理年评审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妇产科护理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其次，要针对各岗位人员的工作

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评估医护人员是否能够胜任所处岗位，

还要重点对其进行综合培训，使医护人员能够明确自身工

作定位，站好每一班岗；不仅如此，还要实施引导化管理，

使医护人员能够有自身对护理管理的认可，并可以定期召开

集体会议，听取一线医护人员对护理管理的意见 [5]。

3.3 加强风险评估

妇产科护理工作中难免可能因患者因素、护理因素等

原因引起护理风险问题，不利于护理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甚至会给患者带来不利影响。基于此，在持续质量改进下，

要重视加强风险评估。每一例患者的情况均因人而异，因此

在可持续质量实施下应当针对每一例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护理方案，对此则要在患者入院时便全面、详细的了解患者

基本情况，如年龄、疾病类型、是否存在药物过敏、疾病史等，

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评估，针对一些高风险患者

要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同时，对于一些疾病情况危重、

表 2 护理质量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n） 病区管理 分级管理 抢救物品 规范服务 护理文书书写

A组 30 97.62±2.58 96.17±1.63 98.26±0.78 97.69±1.25 96.36±1.36

B 组 30 90.34±3.05 91.34±3.34 97.24±1.52 92.47±2.85 92.36±2.44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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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较大的患者，应告知家属 24h 陪伴，护理人员也要每间

隔 1h 检查记录 1 次患者生命体征指标。另外，若患者出现

异常情况应及时通知医生并予以处置。

3.4 落实三查七对原则

妇产科内患者众多，每一例患者的情况均有个体化差

异，在持续质量改进模式下，应注重严格落实三查七对原则。

因患者众多、疾病类型复杂、情况多变，更需要护理人员每

一操作步骤的准确性，尤其是药物发放及输液环节。对此，

在输液时应提前核对患者信息，并将印有患者个人信息的标

签贴于输液瓶上，在更换输液瓶时需要再次核对患者姓名，

还应将患者的药液信息做好详细记录；在发放药物时，也应

再次核对患者姓名，确认无误后应签字。护理管理部门应

将妇产科分为多个区域，每一区域均由不同护理人员负责，

并实施岗位责任制，一旦某一班组的护理人员出现护理问题

便应负责到底；同时护理管理部门还应定期组织妇产科护理

人员开展讨论会议，总结近期存在的护理问题，并制定优化

改进对策。

3.5 加强病房管理

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均要住在病房内，应加强病房管理。

在过去常规护理管理模式下对病房管理的重视度不够，以

至于无法达到比较高的护理质量水平，而在持续质量改进

模式下，应从实际出发，完善护理内容，加强病房管理。

例如，应注重空气清新，可将湿度、温度控制在 55%~65%、

22℃ ~24℃范围内，每日早、晚均应进行卫生清洁，保持室

内通风；患者在疾病影响下可能存在行动能力不佳的情况，

容易出现坠床、跌倒问题，因此应注重加强病房内的安全管

理，如应增加护栏、防护设施，及时清理积水，保持地面干燥，

在一些容易滑倒的区域应张贴警示标志。

3.6 注重健康指导

健康教育是护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常规护理管理模

式下对健康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因此许多患者存在对健康

知识认知不足的问题，基于此当前应重视加强对患者的健

康教育，例如对于存在子宫肌瘤的患者，护理人员可积极与

患者沟通，向其讲解有关子宫肌瘤的病因、具体病症情况、

治疗方法、治疗方法的临床优势，更要帮助患者纠正对子宫

肌瘤的错误认知。不仅如此，在健康教育中还可应用其他多

样化途径，如使用视频、图片、宣传手册等形式，亦或者加

入对微信公众号的使用，使患者可以更加全面、详细的了解

自身所患疾病。

3.7 注重质量控制

在妇产科的护理管理工作中，护理管理效果的提升离

不开质量控制，在当前质量控制工作中要提高质量控制意

识。妇产科护理管理部门可在科室内选取若干名专业素质

水平较高的护理人员成立持续质量改进小组，专门负责妇产

科的持续质量改进。如护士长、护师可专门负责质量监督，

严查是否存在操作不规范、责任心不足的情况，一旦发现可

予以通报批评，使科室内所有护理人员均提高重视度，进而

为护理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帮助。

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实施旨在持续提高护理质量水平，

就本次研究结果中表 2 可见，A 组各方面的护理质量平均均

显著高于 B组，（P＜ 0.05）。除以上需实施的措施外，还

要重视“持续改进”，真正做到全员参与，尤其是在具体

评价工作中，不仅要由护理管理部门进行整体性评价，所

有妇产科护理人员也要提出意见或建议，最终由护理管理

部门评估分析，找出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依然存在的问题，

并制定改进对策。

经过本次研究分析来看，妇产科护理管理工作具有复

杂性，对护理管理的要求较高，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下，能

够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水平，同时还可提升患者的认可度，

应用价值高，适宜继续加深应用，持续提高护理管理水平和

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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