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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人们对护理的

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则成为

学者和护理人员关注的焦点!而将综合护理和整体护理等理念

运用到临床护理工作中!已经成为护理工作研究的重点$

;G1

%

"

由于
L24A

循环护理有效地提高了患者住院期间的舒适度和

满意度!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管理模式!更符合患者的

生理#心理#社会#人文医学模式!从而最终达到提高护理质量

的目的$

6G7

%

"作者将其用在妇科肿瘤患者术后护理服务上!在

提高妇科肿瘤患者围术期的护理质量!确保手术疗效!减少术

后并发症!促进患者康复方面!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D?

!

一般资料
!

将
=>

例妇科肿瘤患者分为研究组&

%f7>

'和

对照组&

%f7>

'"纳入标准(&

;

'已婚妇女!经手术及病理证实

与相关诊断标准相符"&

1

'认知#沟通#表达能力正常"&

6

'重

要脏器功能正常&心#肝#肾等'"&

7

'无药物过敏史及静脉血栓

史!同时剔除有神经#精神病史及重要器官疾病#代谢疾病的患

者"年龄
1=

!

SC

岁!平均&

7=D>̀ 7DC

'岁"肿瘤类型(

6;

例子

宫肌瘤!

1>

例卵巢肿瘤!

;O

例宫颈癌!

O

例子宫内膜癌!

S

例子

宫肌瘤合并卵巢肿瘤!其中
7>

例行腹腔镜手术"两组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C

'"

?D@

!

护理方法

?D@D?

!

对照组
!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由一名主管护士进行监

督管理!对患者进行术前准备#心理护理#术后并发症预见性等

基础性护理#健康宣教等"

?D@D@

!

研究组
!

对围术期患者采用
L24A

循环护理法!其阶

段分为(&

;

'

L

&计划'建立
L24A

循环护理质量管理小组!由
6

名高年资技术过硬#沟通能力好的责任护士组成!科室护士长

直接领导"采用查找文献#专题研讨等方法!组织全体护士学

习
L24A

循环护理理念#护理内容#实施方法并确立考核办

法!出现疑难护理问题要及时反馈!并咨询相关护理专家!提出

改进意见并进行可行性分析!直至最终确定"&

1

'

2

&执行'将

制订好的计划分发给每位护士!并且对全体护士进行培训!之

后责任护士进行职责分工!按护理计划对患者进行各项护理措

施"实施过程由管理小组监督"如(手术前为减轻患者对手术

的恐惧及对预后的担忧!护士应耐心向患者解释病情!手术的

方式!并告知积极治疗是良好预后的前提!缓解其紧张心理$

C

%

"

对于担心手术影响夫妻性生活及恐惧肿瘤再复发的患者!除指

导术后夫妻性生活外!还要鼓励患者配偶关心体贴患者"为减

轻感染#疼痛#尿潴留等术后并发症对患者的影响!在进行心

理疏导的同时!传授其预防知识!发挥其自身的能动性$

O

%

"执

行过程中质量管理小组对护理质量进行监督和抽查!制定相应

的激励政策"&

6

'

4

&检查'每天由小组负责人检查计划执行实

施情况!参照质控标准!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方

法!科室定期召开护理质量分析会!总结归纳执行过程中所存

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关键环节可现场示范!找出符合实际的

最佳方案"&

7

'

A

&处理'定期召开护患座谈会!征集患者及家

属意见!分析汇总护理工作前
6

个阶段新发现问题及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全面进行分析探讨#总结"对效果较好的护理操

作流程进行标准化!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调整!并转入下一

个
L24A

循环"

?DA

!

观察指标
!

两组患者的观察指标分为(&

;

'术后康复指

标!进食时间#首次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

症"&

1

'术后患者的舒适度!其标准采用美国护理专家
5)&B$G

@$

$

S

%研制的简化舒适状况表评价"包括生理
=

个条目!心理
:

个条目!社会文化
S

个条目!环境
7

个条目!共
1=

个条目"&

6

'

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包括整体服务!环境舒适!康

复宣教#流程便捷!护患关系
C

个方面"

?D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CD>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F 8̀

表示!采用
4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1 检验!以
!

$

>D>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

!

两组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

研究组术后进食时间#首次排

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均显著少于对照组

&

!

$

>D>C

'!见表
;

"

@D@

!

两组术后舒适度比较
!

研究组术后在生理#心理#文化#

社会环境方面的舒适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D>C

'!见表
1

"

@DA

!

两组术后护理满意度比较
!

研究组在整体服务#环境舒

适#康复宣教#流程便捷#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均高于对照组

&

!

$

>D>C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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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组别
%

进食时间&

F 8̀

!

F

' 首次排气时间&

F 8̀

!

F

' 下床活动时间&

F 8̀

!

F

' 住院时间&

F 8̀

!

J

' 并发症$

%

&

<

'%

研究组
7> SD61̀ 1D76 1D;6̀ >D7: C1D77̀ ;>DO: OD;C̀ 1D1 ;

&

1DC

'

对照组
7> 17D;;̀ 7DCS 1D:Ò >DO; O>D77̀ ;6D1S :DÒ 6D16 7

&

;>D>

'

4

)

!

1

1D6O 6D;C CD=1 1D=7 6D=O

!

$

>D>C

$

>D>C

$

>D>C

$

>D>C

$

>D>C

表
1

!!

两组术后的舒适度比较%

F 8̀

&

组别
%

生理 心理 社会环境 文化

研究组
7> 6>D;̀ 1D7 67DÒ 6D1 1ODC̀ ;DO ;CD7̀ ;D=

对照组
7> 1OD6̀ 6D1 1:D1̀ 6DO 11D1̀ ;D; ;6D;̀ ;DO

4 6DO= 7D:1 7D16 ;D:S

!

$

>D>C

$

>D>C

$

>D>C

$

>D>C

表
6

!!

两组术后护理满意度比较"

%

%

<

&#

组别
%

整体服务 环境舒适 流程便捷 康复宣教 护患关系

研究组
7> 6=

&

:CD>

'

6S

&

:1DC

'

6S

&

:1DC

'

6C

&

=SDC

'

6:

&

:SDC

'

对照组
7> 1=

&

S>D>

'

1=

&

S>D>

'

1:

&

S1DC

'

1O

&

OCD>

'

6;

&

SSDC

'

!

1

SD77 OD=C OD61 ODSS ODS1

!

$

>D>C

$

>D>C

$

>D>C

$

>D>C

$

>D>C

A

!

讨
!!

论

!!

手术是治疗妇科肿瘤最有效的途径!但手术会使患者产

生心理及生理问题!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及预后"因此!采用

何种护理模式!来提高围术期患者的舒适度和护理质量!减少

术后并发症!是妇科医护人员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L24A

循环护理作为一种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

程序$

=

%

!应用于妇科肿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中!充分体现了以

-患者为中心!需求为向导.的护理理念!使护理质量监控从简

单的术后控制转为术前#术中和术后三阶段控制"

L24A

循环

护理在实施过程中能够进行追踪落实与效果评价!依据患者反

馈的结果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并循环解决以往问题$

:

%

!实现

了提高护理质量的可持续性!在临床护理中!具有一定的使用

价值"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原则!将
L24A

循环护理通过
7

个

阶段!即-

L

.找出护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解决#制定措

施*-

2

.将制订的护理措施赋予实践*-

4

.对措施的实践结果进

行调查与监控*-

A

.将取得的成绩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并将尚

未解决的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在实施过程中!要求护士对患

者病情进行深入#细致的掌握!连贯性的发现和解决护理中出

现的问题!使护理结构更加优化!护理内容更加充实!临床护理

质量管理更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并能层层落实!更为高效"

由此可见!

L24A

循环护理完善了常规护理的不足!可以对患

者进行全面#整体#连续的护理!加深了对患者更深层次的观察

与交流!真正了解患者内心深处真实想法$

;>G;;

%

!使患者感受到

护士的关爱与亲情式优质服务!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L24A

护

理小组的成立!不仅开发了护士的智力资源!提高了护士的创

新能力!调动了护士的积极性!加强了责任心和使命感!护士还

可运用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更科学#更技巧的落实

护理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和谐了护患关系!促进了术后康复"

从
6

个统计分析表中显示!妇科肿瘤患者术后恢复情况!舒适

程度#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总之!

L24A

循环护理实现了护理质量的不断循环!不断

提高!更加人性化!促进了患者术后的舒适及康复!减少了术后

的并发症!提升了患者满意度!适合临床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

;

% 卢体芳
D:O

例肺癌患者围术期呼吸道护理经验分析$

K

%

D

中国医疗前沿!

1>;>

!

6

&

6

'(

SOD

$

1

% 施锦娥
D

心理护理干预在经腹子宫全切术患者围术期中

的应用$

K

%

D

护理杂志!

1>;1

!

1=

&

;C

'(

777G77CD

$

6

% 毛辰蓉
DL24A

循环在静脉化疗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K

%

D

护士进修杂志!

1>;;

!

1O

&

1

'(

;16G;17D

$

7

% 戴莉敏!贡浩凌!方英!等
DL24A

循环结合全程健康教育

对糖尿病合并非酒精脂肪肝患者随访的效果观察$

K

%

D

中

华护理杂志!

1>;1

!

7S

&

;>

'(

==1G==CD

$

C

% 李小梅!孙玉倩
D

社会支持对宫颈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响

$

K

%

D

广东医学!

1>;;

!

61

&

;=

'(

17>SG17>:D

$

O

% 余明会
D

康抚按摩在妇科腹部手术后的临床应用观察

$

K

%

D

检验医学与临床!

1>;;

!

=

&

S

'(

=S;G=S1D

$

S

%

5)&B$@$5WD?)&'IE'BB)"()ME

(

)

#

!M$E')+$&'*'+

%

EF!B)+G

IEMNBE$I$+NMI!GI!+I'E'R!)NEB)"!

$

K

%

DAT-AJRTNMI

-B'

!

;::1

!

;C

&

;

'(

;G;>D

$

=

%

8NQN'/DL$E'!+EI$(!E

H

$+J

^

N$&'E

H

)("!J'B$&B$M!D,J'E)G

M'$&

(

8M)"!R'J!+B!G@$I!J"!J'B'+!E)L24AB

H

B&!

$

K

%

DT'G

F)+T$'Q$.$QQ$'_$IIF'

!

1>;1

!

;>;

&

;1

'(

66OCG66OSD

$

:

% 王旭
D

运用
L24A

循环管理提升普外科非计划性拔管风

险患者安全$

K

%

D

中国医学创新!

1>;6

!

;>

&

;6

'(

;77G;7CD

$

;>

%宋喜玲
DL24A

循环法在内科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

K

%

D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1>;1

!

17

&

17

'(

1S;G1S1D

$

;;

%周如女!罗玲!周嫣!等
D

应用
L24A

循环管理提高护理满

意度的效果$

K

%

D

解放军护理杂志!

1>;6

!

6>

&

;;

'(

7=GC;D

&收稿日期(

1>;OG>OG;=

!

修回日期(

1>;OG>:G>O

'

O==7

重庆医学
1>;O

年
;1

月第
7C

卷第
6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