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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控制及持续改进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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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控制及持续改进期间发挥的作用。方法：在开展本次研究期间，选择
我院普通病房区的住院患者作为研究样本，对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优质护理）和观察组（护
理治疗量敏感指标行优质护理服务持续改进方案），比较不同小组之中的护理质量。结果：不同小组中护理质量重点指标以及
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优质护理开展期间，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对于优质护理持续
改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值得在临床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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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不断发展期间，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对临床治疗以及护理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为此，
优质护理在临床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在患者接受
治疗期间，护理质量不但直接关系着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同时也影响着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期间为了有效对
护理质量进行保证，避免护理服务期间出现护患纠纷等问题，
持续性对优质护理服务进行优化和改善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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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针对观察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控制
及持续改进中的应用开展了相关研究，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开展本次研究期间，对我院之中普通病房区选择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目标，患者到院治疗的时间为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筛选后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其
中对照组患者 100 例，其中男性患者 56 例，女性患者 44 例，
患者年龄为 24 岁至 74 岁（平均 54.13 岁）；观察组患者 100
例，其中男性患者 58 例，女性患者 42 例，患者年龄为 25 岁
至 73 岁（平均 53.86 岁）。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为患者开展常规优质护理服务，期间需要对护理人员的

具体职责进行落实。护理人员应对自身负责的患者情况进行
科学评估，结合患者情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方案。在
为患者开展护理服务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护理措施
进行细致的记录，并对护理期间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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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 
在常规优质护理服务基础上，对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进行

运用，并结合指标来对护理管理工作进行落实。具体措施如
下：①培训工作，对于科室中护理人员、护士长等人员开展
针对性培训工作，以此来保证其对于护理敏感指标进行充分
了解，同时针对 12 个指标进行相应统计工作。期间需要对各
培训人员开展技校考核，并选择考核成绩较好的护理人员为
其他护理人员开展培训以及分享工作。②成立研究小组。对
护理人员进行选择后成立对应的研究小组，期间按照护理人
员工作评价以及绩效考核情况来对其责任进行划分。在此基
础上，选择护士长、高职称护理人员、中职称护理人员以及
初级职称护理人员开展分级管理工作，保证各项护理工作都
可以得到落实。③收集及分析数据。研究期间小组成员需要
对敏感指标进行充分分析和总结，随后对各种敏感指标的监
测方法以及监测结果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分析
结果来对护理人员的工作信息记录开展评分，并对患者的日
常病情动态变化情况进行评分记录。④持续质量改进。研究
中小组成员需要以护理敏感指标进行记录统计，并结合记录
结果来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按时开
展小组会议的方式，对目前护理服务期间存在的的问题进行
解决，以此来达到持续优化护理服务的目标。 

1.3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及

计数资料分别用 n（%）以及( sx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者采用χ

２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个小组的护理质量重点指标情况对比 
对表 1 中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两个小组的护理质量重点

指标情况对比为 P＜0.05，观察组中护理 

表 1  两个小组的护理质量重点指标情况对比 
组别 n 分级护理落实 药物使用及安全管理合格 高危患者风险评估及处理合格 患者身份准确识别 

观察组 100 92（92.00） 96（96.00） 94（94.00） 96（96.00） 

对照组 100 83（83.00） 85（85.00） 85（85.00） 88（88.00） 

χ
２
 - 3.703 7.037 4.310 4.348 

P - ＜0.05 ＜0.05 ＜0.05 ＜0.05 

2.2 两个小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情况对比 
见表 2，观察组中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不同小

组之中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情况对比结果为 P＜0.05。 
表 2  两个小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情况对比 

组别 n 发生数 发生率 

观察组 100 5 5.00 

对照组 100 18 18.00 

χ
２
 - 8.303 

P - ＜0.05 

3 讨论 
在医疗模式不断转变的情况下，优质护理干预在患者治

疗期间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了充分保证护理服务的开
展可以满足患者各方面需求，持续对护理服务进行优化成为
了医院的必然选择。期间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可以对护理服务

开展的情况进行直观、准确的评估，同时也可以帮助护理人
员发现护理服务期间存在的各项问题，因此其对于优质护理
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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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本次研究期间发

现，在对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进行运用期间，优质护理评价和
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患者护理期间不良事件得到了较
好的控制，因此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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