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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护理中应用品管圈的临床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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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研究重症护理中应用品管圈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在 2019年 9月-2020年 4月确诊并治疗的 96例
重症患者，依据不同护理方式分成两组，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品管圈。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比率水平差异。结果：
研究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比率水平比对照组低（P＜0.05）。结论：给予重症患者护理过程中使用品管圈，可显著降低患者发生不
良反应的风险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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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当中，重症患者的病情相对其他科室患者的更加
严重，因此，在临床护理工作方面也存在更多的困难

[1]
。与

此同时，重症患者通常都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会增加重症患
者发生相关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风险。既会降低患者的生活
质量水平，同时还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直接性的危害

[2]
。

品管圈主要是由工作场所内的相似或者互补人员来自发所组
成的一个管理活动，其能够显著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护士的
工作能力

[3]
。本次研究选取 2019 年 9 月-2020 年 4 月确诊并

治疗的 96 例重症患者，使用不同护理方式，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9 月-2020 年 4 月确诊并治疗的 96 例重症患者。
纳入标准：（1）均在我院重症监护室内收治的患者。排除不
愿配合研究者。 

对照组 48 例，平均年龄（43.2±1.5）岁，男性：女性
为 26：22；研究组 48 例，平均年龄（43.1±1.3）岁，男性：
女性为 25：23。两组的基础资料未发现存在显著差异（P＞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主要包括：第一，依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为
患者选取合适的摆放体位，使得患者的舒适度可以得到尽量
的提高。第二，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详细的熟悉及了解，为患
者提供相关的生活护理及心理护理。第三，严密的监测患者
的相关临床体征及指标，确保气道畅通。第四，严密检测患
者的儿病情变化，发生异常时立即通知医生，并实施干预措
施。 

1.2.2 研究组：使用品管圈。  

第一，建立品管圈小组。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及医护人员
配置情况，组建品管圈小组。成员数量约 6 名~10 名，组长
为护士长或者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护师。组建品管圈之后，
组织会议商讨品管圈的相关活动主题。第二。制定活动计划。
成员围绕着活动主题来对临床护理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
的分析，并互相讨论研究得到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为后续临
床护理活动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依据所制定
的护理方案及计划实施临床护理，使得护理优化策略得到充
分的落实。第四，完善临床护理活动，定期组织品管圈小组
进行技能培训及理论学习，使得临床护理人员的综合护理知
识及技能都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建立相应的奖罚考核
制度。第五，在解决临床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坚持 PDCA

循环，对临床护理质量进行持续性的提升及改进。完成此次
的主题活动之后，通过 PDCA 循环法，来发现完成活动过程当
中的存在的护理问题点，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将其纳入
到下一次的活动主题当中，从而为重症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临床护理。 

1.3 观察指标 

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比率水平差异。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22.2 进行资料及数据的整合，％计数类资料使
用 X2 检验；x±s 计量类资料使用 T 检验；P＜0.05 存在显著
差异。 

2 结果 

研究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比率水平比对照组低（P＜0.05），
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比率水平差异（例，%） 

3 讨论 
临床中给予重症患者进行护理时往往更加复杂且存在一

定的难度，因此，对临床护理工作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及要
求。假如未能给予患者实施有效、科学的优质护理，会增加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相关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风险，同时
还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给予重症
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研究指出，通过应用品管圈可以显著提高临床护理工作的质
量水平

[4]
。为了可以为重症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临床护理服

务，本次研究当中在重症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品管圈。本次
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比率水平比对照组低
（P＜0.05）。结果提示，应用品管圈后可显著降低患者发生
相关不良反应的风险及比率，提高临床护理治疗及效果。 

通过应用品管圈,能够使得临床护理人员解决问题的能
力及责任心都得到显著升高。所以，通过品管圈也能够使得
重症监护室护理团队的团队凝聚力、自信心及责任心得到显
著提高。在临床管理学领域当中，品管圈是跟诸多质量管理
工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一种质量管理方式，其优点为能够
让临床与 PDCA 循环法相结合，对临床护理质量进行持续性的
改进，同时还可以让临床护理管理持续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给予重症患者护理过程中使用品管圈，可显
著降低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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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皮疹 静脉炎 压疮 发生比率 

对照组 48 3 5 4 12（25.0） 
研究组 48 1 0 0 1（2.1） 

X2 / / / / 6.132 

P / / /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