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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改善内分泌科护理质量分析

官　燕　许　雪

重庆松山医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目的：探讨在内分泌科开展持续性护理质量改善的具体应用。方法：将 64 名在本院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持续改进小组采用持续护理质量进行改善。对两组患者的满意程度进行比较；比较两

组患者护理前后内分泌科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护理纠纷。结果：在持续改进组满意情况、内分泌

科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护理纠纷等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P<O．05。结论：对内

分泌病患进行持续性护理，能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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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不合理的饮食和不健康的生活习

惯正危害着人体健康，内分泌科疾病的发病率更呈逐年升

高的趋势。近几年，我国内分泌科患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医疗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医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承受着

较大的压力。内分泌疾病主要包括糖尿病、肾上腺皮质疾

病、甲状腺疾病、垂体功能减退症等，多是由物质代谢紊乱、

激素代谢失常、腺体功能异常、激素受体异常导致的，对患

者的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威胁。目前，临床上多是通过纠正

病理生理引起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常、根除病因的方法对内

分泌疾病患者进行治疗，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内分泌科患者

大多合并慢性疾病，且多为终身性疾病，需长期药物治疗，

这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生活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在

过去一段时间内，内分泌科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多是采用常

规手段开展工作，对患者主体地位的认识不够充分，难以

充分考虑到患者生理、心理需求，护理工作开展水平较低。

常规治疗虽能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易复发，同时在治疗过

程中患者易产生心理焦虑、恐慌、不配合等消极情绪，极大

地影响了治疗效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医院在管理

工作和服务质量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护士的护理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医疗服务的质量、病人的

满意程度以及医院的信誉。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护理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提高护士的护理工作

质量是整个护理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伴随着临床医学模式

的改变，持续护理质量改进逐步被运用到了实践中，在内分

泌科管理中实施的护理管理有比较显著的缺陷，将持续护理

改进作为一种新的质量管理模式，运用于内分泌科之管理，

可以提升病人照护品质，提升病人满意度。在临床护理中，

护理人员能够利用其逻辑思维能力，多角度思考问题，并

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了解内分泌疾病治疗的各种可能性，

评估风险因素。在制定护理方案时，护理人员还能够准备好

其他备选方案。该过程中，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得以强化，

能够从细节中发现问题，并可以针对各类风险问题，提出

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护理人员接受培训的过程中，需要密

切关注其工作态度，并对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进行评价。

以实际发生的意外风险事件作为范例，说明内分泌科护理工

作中的潜在风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护理人员，改变其

工作态度，提高球工作积极性。除了专业培训之外，护理人

员还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进行学习。定期进行工作总结，

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和分享经验，改进自身

不足，进而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增加护患沟通，帮助其掌

握内分泌疾病患者的心理特点，便于健康教育、心理护理各

项工作的开展。本文对内分泌科的持续性护理进行了探讨，

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并对其进行了总结，其报道如下所示。

1 资料和护理方法

1.1 资料

对 64 名在本院接受内分泌治疗的病人进行了随机分

组，其中 21~73 岁的病人，平均年龄为 45.91±2.78。

其中男 17 例，女 15 例。对照组 24~77 岁，平均年龄为

45.53±2.24。其中 19 例为男性，13 例为女性。这是两组

有比较行的数据。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①对内分泌科的各项规定进行

完善，并根据内分泌科的特点，对其进行相应的方案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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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重点做好内分泌科员工的手部卫生，内分泌科的

消毒灭菌和监测，病房的基础管理，以及质控考核的细则。

②对内分泌科监控员、医护人员等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每年两次对内分泌科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熟练掌握相

应的护理技巧，并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保证培训的顺利进

行。③注意将例行检查和随机抽查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每季

对内分泌科室的护理质量进行例行检查之外，每个月护士长

都要对内分泌科室的感染管理工作进行一次随机抽查。

持续改进组采用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模式，具体如下：

1.2.1 发现问题

根据患者临床病情提出提高内分泌科患者护理质量的

必要性，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和访谈的形式，提出不合理饮

食、不良生活习惯、消极心理、用药及治疗依从性、疾病知

晓程度低等是导致内分泌科患者治疗效果差和生活质量下

降的主要原因。

1.2.2 计划任务

针对影响内分泌科患者康复效果的相关因素制定综合

护理干预方案，从护理、患者两方面明确可干预因素，制定

针对性护理对策，包括健康知识宣教、心理护理、日常生活

护理要点等多个目标，制定护理计划表，同时倡导家属监督

患者的日常行为，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正。

1.2.3 行动落实

建立综合护理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主治医师 1名、

营养师1名、专科护士4名，小组成员工作年限均在5年以上。

对小组成员进行相关培训，要求掌握本研究调查内容与目

的、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及强化沟通能力的训练。（1）

健康宣教：在护理实施过程中，可通过宣传手册、多媒体资

料、视频讲座、面对面沟通等多种形式进行健康教育。根据

患者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采取相应的健康教育方案帮助

其正确认识内分泌疾病的相关知识和疾病发生的相关机制，

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保证治疗效果。同时，护理人员在健

康教育中应充分考虑到患者的需求，尊重患者的中心地位，

注意倾听患者的表达，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讲

解疾病知识、用药知识、注意事项等，并在健康教育过程中

解答患者的疑惑，以此保证健康教育的效果。（2）心理护理：

内分泌科患者常合并其他慢性病，长期服药给患者身体和心

理造成严重的困扰，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认真倾

听并安抚患者情绪，主动关怀患者，提供系统化的心理支持。

（3）科学饮食：依据患者身体状况及疾病进程科学制定饮

食方案，指导患者劳逸结合，加强锻炼，忌辛辣、刺激性食物，

戒烟戒酒，让患者及其家庭意识到科学饮食对改善病情的积

极作用。要求患者坚持少食多餐的原则，提高低钠盐易消化

食物、富含膳食纤维食物、高蛋白食物在患者饮食中的占比。

1.2.4 监督反馈

通过收集患者的反馈内容及时对下一步干预内容进行

完善，包括加强患者的饮食干预、增加健康宣教的频率、定

期随访鼓励患者以及积极举办“病友会”，方便患者进行经

验交流。研究结束后，逐步扩大规模，让更多内分泌科患者

从中受益。

1.3 观察的指标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护理品质中的文书书写，安

全护理，病区基本护理，无菌操作品质；内分泌病人在护理

前、后的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指数；护理纠纷。

1.4 统计学处理

SPSSl4．O 软件，t、x2 检验是检验的主要形式；P<O．

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满意情况

与对照组相比较，持续改进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

P<0．05。如表 1。

表 1：两组满意情况分析 [例数 (％ )]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2 22 10 22 ( 68.75）

持续改进组 32 32 0 32 ( 100.00 )

2X 5.824

P 0.025

2.2 内分泌科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指标、生活质量指

标

在护理前，两个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生命质量等

指数基本相对接近，P 值 >o.05; 在护理后持续改进族中，

内分泌科病人的紧张与抑郁情绪指数、生命质量指标均较对

照组更好，P值 <0.05，如表 2。

2.3 护理纠纷

与对照组相比较，持续改进组护理纠纷更少，P<0．

05。持续改进组是 l(3．13)，对照组是 6(18．75)。

3 讨论

在内分泌学上，因病人的特殊情况，在进行内分泌治

疗时，亦会出现多种不良反应。

内分泌科疾病类型繁多，病情复杂，护理人员需要面

对各种强度高、难度大的工作任务，每一个步骤、环节都应

该严格进行把握和控制，确保各项护理工作安全、有序的开

展。与此同时，考虑到患者的个人感受，给予其所需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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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有效促进疾病治疗康复的同时，使患者获得舒适、

舒心的医疗体验。在一般护理中，护理人员仅仅是按照既定

流程及标准开展工作，护理手段较为常规，护理人员往往不

能考虑到患者患病后的心理压力和诉求，护理工作的人文化

水平较低。运用持续护理质量改进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控制

在实际护理工作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从而使护理的过程做出

不断的改善，提高治疗效率和增加的病人满意度，达到治疗

的过程中的公平正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患者对护理的需求不断增加，提

高护理质量是护理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提高护理质量成

为当务之急。护士要以病人为本，全面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

加强护士的护理理念，使其成为护士工作的重点。随著护理

观念之进步与护理方式之改善，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已被普遍

运用于临床，并获成效。持续护理质量改进以改善护理质量

为目标，以改善护理品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持续的护理

质量改善，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护士进行了细致的

护理、强化了护士的培训、做好了检查、强化了查房、强化

了团队合作、做好了医院的宣传教育，从而提高了护理质量。

不断地进行护理质量改进，加强了护理观念，提升了自己的

业务水平，加深了护理的内涵，提升了病人对护士的满意度。

其原因在于：通过改变护理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护士

的工作效率；通过强化信息反馈；通过改变护士的工作方式，

可以有效地发现护士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而制订相应的护

理对策。构建护士与病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提高病人的护理

水平，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持续改进组的

患者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得分都得到了提升，同时还减少了

护理差错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持

续改进护理质量的不断改善，提高了护士的护理服务水平，

降低了护士的失误率。对病人进行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可以

提升病人的满意度、改善病人的照护品质、减少护士的失误，

此项研究的结论与王泉等人的报告相吻合。护理质量改进是

一个永恒的主题，护理人员要从一点一滴开始着手，为病人

创造一个好的就医环境，减轻病人的痛苦，对查房改进和团

队合作进行精炼，对护理人员的培训进行强化，从而提升护

士的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分泌科护理的特点，运用持续护理

质量改进方法，可以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解决护理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使护理流程得到改善，从而提升护理质量，增加

病人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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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护理前后内分泌科患者的焦虑

和抑郁情绪指标、分析 (
_
X ±s)

组别 时间 焦虑情绪 抑郁 sds 评分

对照组
护理前 64.34 土 7.76 63.32 士 4.44

护理后 41.79 土 5.66 39.34 土 3.21

持续改进组
护理前 63.32 士 2.21 63.31 士 4.51

护理后 22.74 土 2.31 23.72 士 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