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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剖宫产术后患者腹胀发生率的效果及具体临床应用价值。方法：以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实施剖宫产的 102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设置开展品管圈活动的患者为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的剖宫产
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剖宫产术后出现腹胀的概率、患者护理满意度及圈内所有成员的护理质量改善程度。结果：观
察组患者腹胀发生率明显减低，对医护人员的护理满意度更高，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品管圈活
动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剖宫产术后患者腹胀发生率，进而提升患者治疗效率及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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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实施剖宫产的 102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患者最小的 24 岁，最大不超过
39 岁，平均年龄为（33.55±2.09）岁；观察组患者最小的
25 岁，最大不超过 37 岁，平均年龄为（31.28±2.45）岁。
所有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实验具有可行性，P>0.05，
具有可比性。患者入院后对病情有基础认识，并对治疗方式、
药物无过敏反馈，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后并签署告知
书，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方法 
本次实验采取分组对比方式进行。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除日常监督外，不对患者作其他

干预。 
观察组实施品管圈活动，步骤如下：①设立品管圈，结

合院方实际，综合考虑圈内成员水平，选出一名管理人员来
统领每项计划的实施。②选出主题，让品管圈管理真正运行
起来，以“降低剖宫产术后患者腹胀发生率”作为品管圈中
心主题。圈内成员共同商讨、拟定活动计划，将每一步骤具
体落实，以便更好把控活动进度。③统计剖宫产术后患者的
腹胀发生率，收集所有影响患者腹胀发生率的原因及腹胀程
度

[1]
。圈内所有成员们根据已收集因素，制定出原因验证表，

得到“术后排气晚”、“术后下床晚”、“下床活动指导不
足”、“术后疼痛评估不足”等是造成术后腹胀的主要因素。
④针对诱发原因，制定对应策略，其一，为预防患者术后排
气晚，医护人员需叮嘱患者术前８ｈ禁水禁食，术前一天为
患者提供抗生素皮试，预防感染

[2]
。其二，由医师、护士、

双方共同评估患者身体情况，制定针对性首次下床方案，护
理人员协助患者起身后，通过助步器帮助患者下床进行简单
活动，护理人员全程陪同，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时，
及时停止活动，通知主治医师，同时为患者检测生命体征。
其三，根据相关指标与患者意识清醒度评估患者是否具有腹
胀现象。存在腹胀时，要及时了解腹胀形成原因，提供对应
治疗；不存在腹胀时，为患者提供预防指导。医护人员指导
患者正确展开床上活动，例如适当咀嚼口香糖、每两小时翻
身一次等。术后为患者提供温水 10ml，且每间隔半小时递增
10ml；2-3h 后，恢复肠鸣音时温水可增加至 50-100ml，6h
后，可适当进食流食。其四，术前为患者解释切口与宫缩疼
痛的区别，告知患者子宫恢复期间会有阵发性疼痛，不会影
响自身健康与恢复效果，稳定患者情绪，并结合疼痛评分转
移患者注意力，同时提供药物护理措施，缓解疼痛程度。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剖宫产术后出现腹胀的概率、患者护理满

意度及圈内所有成员的护理质量改善程度。品管圈负责人对
圈内所有成员的护理质量改善程度进行评分，评分范围包括
专业知识、沟通协调能力，团队精神、活动信心等几项，分
值 1-5 分不等。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所得数据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比较采用 t检验，且组间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对照组剖宫产术后患者腹胀发生率为 42.16%（43/102），

观察组剖宫产术后患者腹胀发生率为 20.59%（21/102），观
察组患者腹胀发生率得到了明显改善，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剖宫产术后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护理满意度为
87.25%（89/102），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8.04%（100/102），
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改善后，圈内所有成员的护理质量均有了一定程度提升，
活动成长率为 3.78%。 

 

3 讨论 
剖宫产属于产科中十分普遍的分娩方式，但术后出现腹

胀等症状的概率较高，会影响产妇的精神状态与恢复效果，
腹胀严重时甚至会诱发肠梗阻、肠粘连等并发症。剖宫产是
现今产科常见的分娩方式，其术后易出现腹胀，等不良并发
症；腹胀的发生影响产妇愈后，影响产妇休息、进食等，严
重者易并发肠粘连、肠梗阻等，其主要的并发原因为护理不
到位。 

护理过程不佳是造成剖宫产术后患者腹胀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为提升护理效率，本文以品管圈活动为基础，着重
探讨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本次实验结果表明，品管圈
活动的实施有效改善了患者腹胀发生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
护理满意度也变得更高，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品管圈是近些年才被广泛应用到临床护理中的，
结果证实，此类管理方式确实可以改善护理工作有效率，较
传统模式而言，品管圈活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增强护理人
员的工作热情，锻炼医护人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
升科室凝聚力。本次实验中护理人员制定的针对性护理措施，
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患者术后腹胀状况，掌控患者病情，进
而增强护理期间的患者依从性，降低术后腹胀发生率。 

综上所述，品管圈活动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剖宫产术后
患者腹胀发生率，进而提升患者治疗效率及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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