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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对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健康行为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陈卫琴!周凯云"

!陆
!

英!丁玉琴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
!

0!$711

$

!!

#中图法分类号$

!

?<;7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8;!'#7<#

"

01!;

$

08'7;78'10

!!

神经外科患者病情大多较危重#多存在语言及肢体功能障

碍#护理难度较大#护理工作中容易出现疏漏*同时#神经外科

疾病知识难度大#护理人员可能存在对疾病知识了解程度不够

而导致护理缺陷(

!'0

)

#品管圈!

^

-)+*K

2

45.KJ5+4*J4+G

#

eAA

"是近

年兴起的一种管理方法#是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

为解决问题#突破工作绩效#由工作性质相关或相近的工作人

员组成的团体(

7'$

)

$采取
eAA

可能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从而

改善患者健康行为和自我效能#本研究将
eAA

在本院神经外

科患者中的运用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择
01!<

年
"

月至
01!8

年
"

月在本院神经

外科住院的患者
!01

例$其中
01!<

年
"

月至
01!$

年
"

月
81

例给予常规护理的患者设为对照组#

01!$

年
"

月至
01!8

年
"

月
81

例给予
eAA

护理的患者设为观察组$纳入标准%!

!

"患

者知情同意本研究*!

0

"依从性好#能完成随访$排除标准%!

!

"

就诊时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患者*!

0

"孕妇#精神病及其他不能配

合治疗的疾病患者*!

7

"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观察

组男
0;

例#女
77

例*年龄
0$

"

8;

岁#平均!

<;38D837

"岁*疾

病种类%脑出血
!"

例#垂体瘤
!8

例#胶质瘤
!$

例#硬膜外出血

!1

例$对照组男
0;

例#女
77

例*年龄
0$

"

8;

岁#平均!

<83"D

$3#

"岁*疾病种类%脑出血
!#

例#垂体瘤
!;

例#胶质瘤
!8

例#

硬膜外出血
"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31$

"#具有可比性$

@3A

!

方法

@3A3@

!

对照组
!

对照组患者根据病情给予神经外科常规护理

方法#包括观察病情#落实治疗护理措施#健康指导#做好交接

班等常规护理措施$

@3A3A

!

观察组
!

观察组患者给予推行
eAA

活动护理#具体措

施如下$!

!

"成立
eAA

小组%

eAA

小组由护士长+科主任+医

生及护理人员组成#制订圈会相关制度#定期举行圈会$!

0

"确

定
eAA

主题%由圈成员从不同角度+方位提出多种质量控制主

题#最终通过调查护理人员知识缺陷及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需

求#拟定0改善患者健康行为提高自我效能1为活动主题$!

7

"

调查分析现状%对所有住院患者以健康行为及自我效能评估为

主题出发#调查患者健康行为缺陷及自我效能具体情况#对存

在的具体问题进行对症分析#并进行相关文献检索#总结神经

外科住院患者健康行为缺陷及自我效能现状$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

饮食问题$患者对于脑出血饮食相关健康知识有

误解#导致住院期间摄入过度的蛋白质+脂肪等*或者脑创伤术

后出现呛咳#导致吸入性肺炎或窒息$

+

锻炼问题$神经外科

住院患者多需要术后功能康复#进行功能锻炼#但是患者存在

康复训练方面的知识缺陷#相关疾病功能康复锻炼的时机和康

复锻炼的方法等内容可能不完全了解#

eAA

团队需对患者进

行一对一的教学$

,

心理障碍$神经外科患者住院时间长#病

情多较为严重#存在焦虑和抑郁不良情绪#

eAA

团队通过进行

相关的量表进行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探究患者心理状态#根

据患者心存在的心理问题及学习能力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

!

<

"拟定对策并落实%

*

始终以0患者至上#质量第一1为护理服

务理念#针对患者存在的健康饮食问题+康复问题+心理问题等

进行相关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针对护理人员专业知识缺乏

等采取针对性的学术讲座#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提高护士专业技能水平$由有经验的护理人员与低年资护理

人员形成一对一护理小组#以提高低年资护理人员各项技能$

+

落实整体护理#根据患者病情及自身情况采取通俗易通的健

康宣教方式#以集体讲座与责任护士一对一指导的形式开展#

介绍疾病原因+预防措施+诱发机制及护理措施#尽量取得患者

及家属的配合$

,

评估患者学习效果#实施再教育#使患者掌

握自身保健疾病保健知识$

-

督导患者采取有利于自身疾病

康复的行为及逐步完成生活自理#促进健康行为养成#提高自

我照护效能$

@3A3B

!

观察指标
!

!

!

"健康行为%采用健康行为量表(

8

)进行健

康行为评价#共有
$0

个条目#包括健康责任感+躯体活动+营

养+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和压力调解
8

个维度#采用
!

"

<

级评

分#得分越高表示健康行为越好$!

0

"自我效能%采用一般自我

效能感量表(

;

)评定患者自我效能感#总分
$1

分#分值越高#健

康行为越好$!

7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采用
B)JK/G+

指数评

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而评定患者生活质量#内容包括情绪角

色+心理健康+疼痛+躯体角色+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活力及总

健康
#

个方面$!

<

"心理状态评估%采用
R-.

,

焦虑自评量表

!

WFW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aF>_

"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

理状态进行评分$

@3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PWW0131

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用
ED6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组间采用
"

0 检验#检验水准
!

\131$

#以
!

#

13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3@

!

健康行为及自我效能
!

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感和

健康行为评分对比无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和健康行

为均明显改善#观察组自我效能感和健康行为改善明显优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1$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感及家庭功能比较%

ED6

,分&

组别
%

自我效能感

干预前 干预后

健康行为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81 7037D;30 <73$D#3# "<3#D!03$ !0#38D!03;

对照组
81 703"D83# 7;3<D"37 "<3$D!!3< !183;D!!3#

7 !30< 73;# !3<8 <3$;

! 1378 131! 130; 1310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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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比较%

ED6

,分&

组别 情绪角色 心理健康 疼痛 躯体角色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活力 健康

观察组
#$38D83< #<37D$38 #<3;D$3< #<3"D<38 #83$D#30 #<3$D$3; ;83;D$38 #$3<D;38

对照组
;<38D;3! ;#37D$38 ;037D83" ;<38D<3" ;837D;3< ;83$D83< ;138D837 ;$38D83#

7 73<! <3!# 738; <30! $3!7 738$ 73<0 73<8

! 1310 1310 1317 1310 131! 1310 131! 131<

A3A

!

生活质量
!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情绪角色+心理健康+疼

痛+躯体角色+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活力+总健康评分等各项生

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1$

"#见表
0

$

A3B

!

心理状态
!

干预前两组患者
WFW

+

aF>_

评分对比无差

异*

eAA

护理后观察组
WFW

+

aF>_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1$

"#见表
7

$

表
7

!!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ED6

,分&

组别
WFW

干预前 干预后

aF>_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8D037 7"3"D03< "3<D<3< !#3$D837

观察组
<$3;D030 7$3;D038 "38D73; 0738D#3;

7 !37$ 738; !38; 73$#

! 1370 1317 13!; 131!

B

!

讨
!!

论

B3@

!

eAA

的临床运用价值
!

eAA

倡导以一线部门为中心#组

成共同学习+运用品管手法的质量改善圈#工作人员一起讨论

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自上而下高效率的质量改善机

制#进而更好地完成工作(

#'!1

)

$

B3A

!

eAA

对神经外科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神经外科患者

疾病复杂+危重+康复困难#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知识缺

陷导致患者健康行为能力较差$不恰当的饮食+康复行为导致

患者可能存在康复效果不佳#同时患者长期卧床+康复困难也

易导致心理障碍$本研究针对以上问题采用
eAA

进行护理干

预#结果发现观察组采用
eAA

护理后患者自我效能+健康行为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能与
eAA

护理针对健康行为缺陷及

自我效能具体情况#对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对症分析后予以相

应护理措施有关#与相关研究结果类似(

!!

)

$本研究还采用

B)JK/G+

指数进行情绪角色+心理健康+疼痛+躯体角色+躯体功

能+社会功能+活力+总健康评分#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
B)JK/G+

各项指数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可见采用
eAA

有助于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

B3B

!

eAA

对神经外科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

本研究还采用

WFW

进行心理状态评分#结果发现实施
eAA

护理#通过改善

患者健康行为和自我效能#有助于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综上

所述#在护理中运用
eAA

活动是当前医疗品质管理发展的趋

势$通过成立
eAA

小组#医护人员主动发现问题#确定主题#

针对根本原因提出改善对策#可逐步提高护理质量#有助于改

善患者自我效能及健康行为#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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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开通微信公众平台

,重庆医学-已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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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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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将以微信平台渠道向广大读作者发送终审

会动态报道+各期杂志目录+主编推荐文章+学术会议+,重庆医学-最新资讯等消息$欢迎广大读作者免费订阅$读作者可

以点击手机微信右上角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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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在0添加朋友1中的0查找公众号1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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