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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门诊输液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卢爱萍  黄月初  韦红霞 

（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 

【摘  要】目的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CQI）在门诊输液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2021年2月至

2022年12月本院门诊输液室治疗的380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研究组各1900例，对照组用常规的管理方法，研究组采

用CQI管理方法，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管理质量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的不良事件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管理质量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持续质量改

进能有效提高门诊输液室护理管理质量，减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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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outpatient infusion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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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CQI）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outpatient 

infusion room. Methods Using retrospective survey method，38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1900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CQI management method to compar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qua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patients' nursing work satisfactio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 outpatient infusion room，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nursing events，and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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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输液室是为门诊患者提供输液治疗的重要场所。由

于门诊输液室人流量大，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复杂，很

容易发生输液风险事件，引起护患纠纷，因此，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门诊输液室工作质量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

持续质量改进（CQI）是一种科学的护理管理方法，提倡以

患者为中心，注重过程管理和环节质量的控制，通过不断改

进护理管理过程，进而提高护理质量[2]。在门诊输液室的护

理管理中，持续质量改进可以涉及到多个方面，如规范基础

护理、优化护理流程、更新护理服务技术、提升护理人员素

质及职责意识等[3]。通过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能够及

时发现门诊输液室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纠正

措施，减少错误发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使患者的需求得

到更好的满足[4]。自 2022 年 1 月起我院门诊输液室采用 CQI，

使本科室各项质量持续得到提升，不良事件明显减少。本研

究特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12 月于本院门诊输液室治

疗的 3800 例患者，具体分析 CQI 的实施对于门诊输液室护

理管理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医院门诊输液室工作人员共计 7 名，年龄为 30-56 岁；

工作年限为 5-35 年，CQI 实施前后门诊输液室工作人员均

无变动，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本院门诊输液室

治疗的 1900 例患者为对照组：肌内注射 600 例，静脉推注

650 例，输液 650 例；患者年龄为 7-79 岁；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本院门诊输液室治疗的 1900 例患者为研

究组：肌内注射 550 例，静脉推注 700 例，输液 650 例；患

者年龄为 6-80 岁。两个时间段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

显著（P>0.05），可比较研究。 

1.2 实施方法 

两组均实施如下管理方法：认真落实医院的规章制度及

对输液室科的要求，规范基础护理、急救药品、急救物品、

急救技术等方面的要求，统一诊疗常规和护理规范标准。 

研究组在此基础上，采用 CQI 护理管理，具体如下：（1）

成立护理质量管理小组：针对门诊输液室工作人员开展 CQI

知识培训，完成培训后通过考核的工作人员纳入护理质量管

理小组，组员推举一位素质过硬的工作人员担任组长，其余

人员进行辅导和监督。组长职责是将科室的护理安全、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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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及药品、医院感染、技能培训等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组，

并选出 2 名主管护师对 3 个小组进行质量控制，形成护理部

领导下-护士长-质量控制小组的一个三级科室护理质量管

理体系。（2）查找存在问题：鼓励组员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发

现输液室的各项问题，利用头脑风暴的优势，对相关问题进

行集中讨论，例如服务态度生冷、穿刺技术不足、未进行主

动健康宣教和主动巡视、输液室环境嘈杂等，根据具体问题

总结出改进措施，制定管理计划。（3）制定整改计划：根据

本科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标准：①明确标识；②温馨服务；

③提高技术等。（4）实施改进计划：①在门诊输液室内设置

带有箭头的醒目标识，并在墙壁上张贴输液流程图，让患者

能对输液流程一目了然；改善输液室内通风和采光条件，并

放置饮水机、水杯、报纸、杂志、老花镜、糖水等，为患者

提供便捷服务。②改善服务态度，通过开展护理培训，更正

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做到在患者入科时主动接待，沟通时

态度和蔼，多使用敬语和询问式语言，减少命令式语言，建

立和谐的护患关系。③加强沟通，参照门诊输液室“三做到”

的要求，对输液流程进行规范培训：操作前后做到解释清楚、

输液过程中做到定期巡视、输液失误做到及时道歉和正确处

理。④提高输液操作技术，采用无痛穿刺技术进行输液，操

作者左手握住患者指关节，左手大拇指与食指并用，绷紧患

者皮肤，右手持针，在血管旁 5mm 处，利用腕部力量以 15

°-20°快速刺入皮肤，见回血后放平针头沿血管方向平行

进针至合适深度，松开止血带后固定针柄，操作时注意无菌

操作和做好皮肤消毒。（5）小结：每月在护士例会上分析护

理质量，统计出共性问题，再次进行培训，调整不合理的护

理流程，再次进行整改，直到符合要求。 

1.3 评价指标 

（1）比较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包括错输或漏输、

跌倒、渗液、输液过快或过慢。（2）比较两组护理质量：护

理质量评价参照黄明霞[5]的门诊输液室护理管理质量评分进

行评价。内容包括人员素质、抢救流程、操作技术、输液质

量、职责意识五个条目，每条目为 20 分，总分 100 分，分

值越高，说明护理管理质量越好。（3）满意度调查：采用医

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表进行调查，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基本满意及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率+满意率

+基本满意率。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２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出现错输或漏输、跌倒、渗液、输液过快或过慢

事件的显著少于对照组，计算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研究组

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见表 1。 

2.2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管理质量比较 

研究组的抢救流程、人员素质、操作技术、输液质量及

职责意识各项指标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 均<0.05），且总

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8.9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4.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错输或漏输 跌倒 渗液 输液过快或过慢 总发生率 

研究组 1900 20（1.05） 0 50（2.63） 100（5.26） 170（8.95） 

对照组 1900 100（5.26） 5（0.26） 100（5.26） 300（15.79） 505（26.58）

 2x 值      9.574 

P 值      0.021 

表 2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管理质量比较（分， sx  ） 

组别 例数 抢救流程 人员素质 操作技术 输液质量 职责意识 总分值 

研究组 1900 17.5±1.8 17.6±1.9 17.7±1.8 17.1±1.9 17.4±1.9 87.3±9.3 

对照组 1900 14.2±1.7 13.7±1.3 13.2±1.1 14.2±1.3 14.8±1.9 70.1±7.3 

t 值  20.314 21.457 16.415 17.574 17.908 16.478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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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1900 1000（52.63） 800（42.11） 80（4.21） 20（1.05） 1880（98.95）

对照组 1900 500（26.32） 600（31.58） 500（26.32） 300（15.79） 1600（84.21）

 2x 值      9.574 

P 值      0.001 

3 讨论 

持续质量改进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率先提出的企业管理

理念，指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并将问题视为发

展的机遇，通过核心小组对相关问题进行客观数据的统计分

析，提出改善措施，以达到质量改进目的的一种方法[6]。在

医疗领域，其是一种科学的护理管理方法，旨在通过周期性

评估和改进流程，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通过加强对

护理工作的监测、分析和改进，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的护理

服务[7]。门诊输液室是医院的窗口科室，其护理服务质量

不仅关系到医患关系，也直接影响医院的整体形象[8，9]。因

此门诊输液室护士所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一旦出现沟通

不畅、护理不到位等问题，均可能导致护患纠纷的发生。

因此加强门诊输液室护理质量管理，对减少护理不良事件

发生，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将持续质量改

进护理管理策略应用于门诊输液室，通过不断的分析、总

结门诊输液室护理工作中的问题并及时作出整改、对护理

流程进行优化、提高护理人员的输液操作技术等，能够使

输液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降低输液风险，

减少差错事件，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在整体上改善患者的

就医体验。我院门诊输液室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自 2022

年 1 月起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结果

中看出，研究组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患者不良事件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对门诊输液室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护理

管理，能提高护理管理质量，有效减少不良事件发生。与

余叶嫦等[10]研究是一致的。 

通过进行护理质量监督与检查，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

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通过不断发现护理工作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及处理流程。通过规范门诊

输液病人的处理流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流程，

掌握门诊成人及儿童静脉输液技术和用药注意事项，减少了

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通过组织小组成员进行相关制度和流

程的培训，每周列出检查重点，进行检查小结，分析不足，

制定改进措施并不断对护理方案进行调整，进而提高护士的

综合素质及工作能力，同时也促进科室护理管理质量的进一

步提升。唐静[11]的通过将持续质量改进应用在门诊输液室护

理管理中，研究结果显示，持续质量改进管理能使护理质量

提升，能明显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综上所述，持续质量改进能有效提高门诊输液室护理管

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能提高护士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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