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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质控管理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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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规范化质控管理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 2019 年 3月至 2020 年 3月我院接收的 66 例重症病人
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分组，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参照组，每组各 33 例。参照组病人选择常规的护理管理方式，
观察组病人选择规范化质控管理，比较两组病人的管理质量、不良反应、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病人的管理质量、不良反应、
满意度显著优于参照组，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P＜0.05）。结论：对重症患者进行规范化质控管理，有利于提高管理质量
水平，有效降低不良反应，提高治疗效果，获得患者的大力认可，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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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水平是医院生存、发展的基础，如何给患者提

供有效、优质的服务是每一位医学工作人员需要重点关注的
重点。质量控制管理是有效提升医院管理质量水平的有效措
施，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部门可根据自身科室的特点进行相
应的质量控制

[1]
。医院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病情较为危急，

对于临床护理方式的要求标准更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
需进行规范化的质控管理，能够促使护理质量水平有效上升，
患者能够接受更高标准、高质量的护理方式

[2]
。鉴于此，本

文就我院特定时间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开展实验，详细情况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3月我院接收的66例重症病人

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分组，将其分为观察组
和参照组，每组各 33 例。参照组中男 13 例，女 20 例；年龄
19-76 岁，均值为（47.12±8.66）岁。实验组中男 16 例，
女 17 例；年龄 22-83 岁，均值为（47.57±8.93）岁。全部
病人一般病例信息、性别、年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可进行对比。 

入选标准：（1）属于重症患者；（2）患者及家属自愿
参加实验，并签署同意书；（3）认知正常，能够正常交流；
（4）无合并高血压、心血管等疾病。 

排除标准：（1）中途退出实验；（2）认知出现异常，
交流有障碍；（3）合并其他重大疾病；（4）精神疾病；（5）
药物过敏；（6）妊娠期妇女。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参照组病人选择常规的护理管理方式，即患者进行常规

基础护理，医护长定时巡查护理工作等。 
1.2.2 观察组 
观察组病人在参照上，选择规范化质控管理。（1）创建

质控小队，由医护长、医护人员、责任医生组成。责任医生、
医护长为质控小队的组长，定时对小组人员掌握的规范化护
理操作内容进行考核、检查,确保人员熟练掌握其内容。（2）
对患者进行实时质控，质控人员加强对患者的实时质控，了
解其病情变化、用药情况、并发症等，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针对性护理。质控人员要不定时查看医护人员的
着装、护理操作流程等情况，了解其对护理制度的掌握程度。
（3）医护人员考核，质控小队人员在巡房时，对患者的疾病
了解程度及护理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统计，定期查看护理记录，
了解医护人员的医嘱执行度情况。质控人员不定时的对医护
人员进行相应的考核及抽查，依照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相应
的奖惩制度。小队人员每周一开 1 次讨论会，总结实行规范
化质控管理的效果，分析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进行相
应的解决，促使质控管理工作更加完善，从而减少医患矛盾。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病人的管理质量、不良反应、满意度。（1）

管理质量，其包含基础护理、病情变化、健康教育、服务质

量、沟通能力、团队协作。（2）不良反应，其包含误吸、导
管脱落、感染、便秘。（3）满意度，根据患者填写的护理满
意度情况问卷进行评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 P＜0.05。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管理质量、不良反应、满意度 
观察组共 33 人，管理质量（89.12±6.34）分，3 例不

良反应，满意度为 90.91%；管理质量（79.33±6.45）分，7
例不良反应，满意度为 78.79%。由数据可知，观察组病人的
管理质量、不良反应、满意度显著优于参照组，组间比较有
较大的差别（P＜0.05）。（t=6.218，x2

=5.714、5.714；P=0.000、
0.017） 

3 讨论 
危重患者的特殊性决定了临床护理的难度及要求。为患

者提供优质、系统、多层次的护理服务，能够有效促进患者
的预后恢复。规范化质控管理是常规护理管理的创新与延伸，
在此基础上对患者的病情、不良反应、体征情况等进行全面
的质控与了解，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针对性护理
方式，不断给患者提高优质的护理服务

[3]
。 

观察组病人的管理质量、不良反应、满意度显著优于参照
组，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P＜0.05）。重症患者因病情较
为严重，多合并其他疾病，需对其进行有效的优质护理。通过
对质控小队人员、普通医护人员、患者之间进行规范化质控管
理，能够促使患者临床护理工作的良好衔接，从而增强整体的
护理质量水平

[4]
。针对护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需及时记录，便

于后期进行相应的分析，小队人员根据患者的实情进行针对性
的护理计划。对护理流程进行优化、升级，增强护理质控管理，
避免出现漏洞情况

[5]
。进行交接班次时，需对急救用品进行相

应的盘点，确保无漏缺，便于后续护理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对重症患者进行规范化质控管理，有利于减

少导管脱落、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治疗效果，促使
整个护理质量水平有所提升，获得患者的大力支持，值得在
临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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