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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计划性剖宫产护理路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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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工作相似者组成一个品管圈$选取需要改善的质量主

题$全体圈员在品质循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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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

础上使用头脑风暴$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及

计划$按期整改完成任务$因此$将品管圈运用于医疗护理行业

既能培养员工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节省医院成本$更

可提升医护质量&

,4(

'

"临床护理路径是护患双方依据特定的计

划表$共同主动参与治疗与护理的临床工作模式&

)

'

"为提高计

划性剖宫产临床路径实施患者对计划性剖宫产健康教育知识

技能的掌握度及护患双方的满意率$本院产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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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于临床护理路径$作者将本院
($,)

年
"

!

,(

月收治的计划性

剖宫产临床路径实施患者
,*&

例$对比常规护理路径$成立运

行品管圈实施优化护理路径$使护患双方满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

,(

月在本院实施计划性剖宫

产临床路径的患者
,*&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观察组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初次剖宫产
+$

例$再次剖宫产
,#

例)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E

(%,$

!岁)初次剖宫产
+,

例$再次剖宫产
,&

例"两组患者年

龄#剖宫产次数#文化背景及经济状况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护理路径的优化
!

观察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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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于临床护理

路径$成立品管圈优化护理路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根据患者

入院宣教#诊疗#护理#饮食#活动#出院指导提出原计划剖宫产

护理路径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将每一个问题按照
>702

的活动程序$讨论解决$并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经验&

!

'

$结合

本院实际情况$制订出一套既便于护理操作$又能满足患者需

求的护理路径"对照组仍按原计划剖宫产护理路径实施"

!%"%"

!

护理路径的告知与实施
!

观察组将优化后的计划性剖

宫产护理路径$以集中宣教及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告知患者

及家属$允许其讨论#回答其提问$并逐项履行病情观察#基础

护理#专科护理#健康教育等服务$尤其注意强化健康教育$注

重提升患者分娩相关的知识及技能$其健康教育具体内容如

下(%

,

!住院第
,

天$介绍病区环境#管床医生护士$发放讲解临

床路径单$同时详细宣教分娩常识#胎动计数及左侧卧位$简单

交代母乳喂养#新生儿观察#告知病房用电#用氧等安全事项"

空腹住院的患者给予静脉采血"%

(

!手术当天$指导新生儿穿

衣#尿不湿更换#详细讲解母婴同室#按需哺乳#产后饮食及活

动$提醒产后出血#产褥感染的观察与防范$交代乙型肝炎疫苗

等预防接种$床旁指导哺乳姿势#会阴护理"%

)

!术后
,-

$讲解

新生儿泳疗#抚触及新生儿黄疸相关知识$指导挤奶)术后
(-

$

交代新生儿疾病及听力筛查知识$告知产后访视#母乳喂养支

持"%

!

!此后于出院前介绍出院流程$宣教产后康复及避孕$配

合医生对异常新生儿的家属进行相关知识及技能宣教$以促进

产妇顺利康复及新生儿的喂养"此外$在执行路径的过程中$

护士必须详细记录病情变化$进行护
4

护#护
4

医严格交接$并与

医生共同分析原因进行处理"圈长查房时对照护理路径表检

查前一天的工作$每周组织圈员对路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评价$制订改进措施$针对性学习宣教知识并交流路

径实施的具体经验$全圈护士每月学习剖宫产术的诊治#护理#

心理#并发症预防的疑惑问题$以达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

!

评价指标
!

%

,

!在出院前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

健康教育掌握率评价$其内容涵盖上述健康教育的知识与技

能$结果分为掌握与未掌握$由圈长指定专人在患者出院的前

,-

进行调查"%

(

!患者出院后
"-

内专人电话随访两组患者$

进行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调查$指定医生在研究结束后对

两组护士进行护理工作整体满意度调查$分为满意#基本满意

与不满意"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或
YTL'KQ

确切概

率法处理$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观察组健康教育知识技能掌握度#对护士工作满意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

$

#C$%$$&

!)与对

照组比较$观察组护士人员相对较少%

,)B"0,*

!$但护理工作

整体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3B"%"*%#*3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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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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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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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与技能掌握

!!!!

水平比较%

)

!

3

"(

)C"#

&

组别 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观察组
*+

%

"$%&#

!

G

,"

%

(,%*(

!

G

+

%

"%*#

!

G

对照组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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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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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率比较%

)

!

3

"(

)C"#

&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

%

&"%)!

!

G

"

%

&%&+

!

G

)

%

)%&$

!

G

对照组
!#

%

+(%$)

!

,,

%

,)%#(

!

,#

%

(!%$*

!

!!

G

(

#

"

$%$,

$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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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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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临床路径实施及持续质量改进是医院管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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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产科利用品管圈这一持续质量改进工具$针对性解决计划

性剖宫产临床路径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计划性剖宫

产护理路径进行优化$使产科护理业务及管理得以改进$临床

路径护理质量有所提升$产妇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及

对护士的满意度提高$增强了护患沟通$促进了医患和谐"

此外$品管圈实施过程中$为解决护理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圈员们形成了自觉学习#群策群力#团结

协作#无私分享的工作态度和氛围$护理人员主动参与临床护

理工作及管理&

*

'

$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最终取得的满意结果

更增强了医护团队的凝聚力和个体自信心$提高了护士的专业

能力&

+

'

$调动了护理工作的积极性&

"

'

"圈员们根据路径表进行

具体护理工作$减少了盲目性和随意性&

&4#

'

$又可根据患者个体

及病区总体的情况$集中宣教及个别指导相结合$利用护患之

间#患者之间的多方交流提高护理效果$激发了护理团队的创

造性"而品管圈不断循环$应用逐渐延伸$科学推进$必将使护

理团队形成习惯$成就追求卓越的持久性"观察组护士人数较

少$而两组工作量基本一致$其工作强度稍有增加$但品管圈的

实施提升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圈内护
4

患#患
4

患配合的默契程

度$护理工作的人文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圈内护士对工作

的整体满意率明显提高"

品管圈是提高临床护理质量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

'

$临

床路径管理是当前医改的重要课题"将
>702

持续改进理念

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工作及管理中$通过圈内协作$使得护理质

量持续改进$收获社会及经济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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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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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

!是临床

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是导致患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抑郁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

-K

U

QKLLTNBGB-INQNBGQ

P

'KGQM-TLKGLK

$

0;7

!的发病率和病死

率相关&

,

'

$各种认知症状%如羞耻#内疚!不良情绪状态与
0;7

的发展#治疗效果#预后有着密切关系"研究表明$抑郁症的躯

体症状%如疲劳#睡眠问题!与
2@_

患者的不良心脏预后相

关&

(

'

"有关心脏病患者中抗抑郁治疗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发

现抗抑郁治疗对抑郁症状有一定效果&

)

'

$但对心脏预后的影响

有限"延续性心理护理干预是指抑郁症患者治疗稳定出院后

实施的心理护理$结合门诊随访和家庭$社区随访期间施行的

心理干预"有研究表明$在
2@_

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小剂

量抗抑郁药物配合心理干预可取得满意疗效&

!

'

"但是$关于患

者出院后的延续性心理护理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临床观察报道

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延续性心理护理干预在
2@_

恢复期对

认知和躯体症状的影响$为防治
2@_

恢复期抑郁症提供一定

的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治

疗的
2@_

恢复期抑郁症的患者
,)$

例$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2@7

!评分大于
(!

分$将
,)$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

例"所有患者符合
19?_0;7

修正和精神疾病诊

断与统计手册第
!

版%

7:@4

%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

年!

的诊断标准$由神经内科副主任以上医师明确诊断为重度抑郁

症$抑郁症状至少
"-

以上"

2@_

的诊断依据是心肌酶和缺血

性胸痛$特征进展性
:848

改变$或者新出现的
a

波$由心血管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唐山市科技局项目%

$+,)!+$,G4,$

!"

!

作者简介(马静%

,#"&D

!$主管护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心内科临床护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