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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品管圈管理方法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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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是将科学管理方法运用于护

理质量改进的全新尝试)但其干预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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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方法)评价应

用品管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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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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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的干预措施均是在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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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护理措施(方法

学质量评价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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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比较了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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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炎发

生率的差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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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及可靠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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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品管圈小组)

7̂ 8.

循环管理
*

王玉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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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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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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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团队%完善
7388

管理档案%加强健康宣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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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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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炎发生率下降%

)

!导管堵塞发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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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计划拔管发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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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感染发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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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评价者盲法 结果的完整 选择性报告结果 质量等级

熬丽华等&

+%

'

!%+)

提及 低度偏倚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孟丽琴等&

++

'

!%+)

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江道荣&

+!

'

!%+)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熊菲峰等&

+(

'

!%+)

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

张翠凤等&

+)

'

!%+"

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黄萍等&

+"

'

!%+)

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

武入英等&

+'

'

!%+"

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张润惠等&

+,

'

!%+"

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林 欢等&

+*

'

!%+"

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

贺万香等&

+#

'

!%+"

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

李蔚维&

!%

'

!%+"

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潘燕&

!+

'

!%+(

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

王玉果等&

!!

'

!%+"

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低度偏倚 低度偏倚
W

8E0:

等&

!(

'

!%+)

提及 提及 未提及 提及 提及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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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
7388

静脉炎的

-AK2

分析森林图

>&!&>

!

7388

导管堵塞的发生率
!

有
#

篇文献&

++1+'

)

+*1+#

)

!(

'

"合

计
+,!*

例患者$比较了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在
7388

导管

堵塞的差异"图
(

$)结果显示各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

"b

%&#)

)

$

!

b%$

$)品管圈干预组的导管堵塞率低于对照组)合并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J&b%&!,

)

#"$#$

!

%&+,

!

%&)!

)

"

#

%&%+

$(

图
(

!!

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
7388

导管堵塞的
-AK2

分析森林图

>&!&!

!

7388

非计划性拔管率
!

有
+%

篇文献&

++1+)

)

+'1+*

)

!+1!(

'

"合

计
!+'+

例患者$比较了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在
7388

非计

划性拔管的差异"图
)

$)结果显示各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

"

"b%&##

)

$

!

b%$

$)品管圈干预组非计划性拔管率低于对照

组)合并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J&b%&!,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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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

有
'

篇文献&

++

)

+)1+*

)

!%

'

"合

计
+!'+

例患者$比较了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在
7388

相关

性血流感染的差异"图
"

$)结果显示各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

"

"b%&*'

)

$

!

b%$

$)品管圈干预组的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合并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J&b%&!"

)

#"$

#$

!

%&+(

!

%&)#

)

"

#

%&%+

$(

>&!&I

!

发表偏倚
!

纳入的文献中)

'

篇文献为
.

级)

*

篇文献

质量为
W

级)

,

篇文献&

++1+!

)

+)

)

+'1+,

)

!%

)

!!

'未提及分配隐藏)

,

篇文

献&

+%1+!&+)&+,&!%&!!

'未评价盲法)

+)

篇文献的偏倚性分析见图
'

(

图
)

!!

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
7388

非计划性

拔管的
-AK2

分析森林图

图
"

!!

品管圈干预组与对照组
7388

相关性血流

感染的
-AK2

分析森林图

图
'

!!

纳入分析的
+)

篇文献偏倚性分析

!

!

讨
!!

论

!&=

!

开展品管圈活动可降低
7388

并发症发生率
!

7388

因

具有操作简便#留置时间长)适合外周静脉条件差#长期反复输

液#化疗#输注刺激性药物等优点)被临床各个科室广泛应用)

但由于
7388

属于侵袭性操作)置管期间存在多种因素)易发

生
7388

静脉炎#导管堵塞#非计划拔管#

7388

相关性感染等

导管相关并发症(

7388

相关并发症发生与护理人员的综合素

质#导管维护的质量#健康教育的效果及患者的依从性等因素

有关&

!)

'

(穿刺过程中穿刺者水平#导管选择#药物因素#患者

因素#操作者的穿刺过程中反复穿刺#无菌技术不严#送管不顺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畅导管在血管中反复移动%导管型号及材质选择不佳%长期输

注高渗#高酸碱液体等化学刺激)引起血管内膜的损伤%患者疾

病因素或自身机体情况)或置管后维护不到位等因素均可引起

静脉炎或导管相关性感染等并发症(

7388

留置时间的长短#

导管错位#打折#药物沉淀#导管尖端纤维鞘包裹#未采取冲封

管等因素可引起导管堵塞%小儿#高龄#意识障碍等危重患者#

导管固定方法不正确等因素可导致非计划性拔管(品管圈可

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出
7388

在使用及维护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措施并通过计划#实施#检查#改进等进

行
7̂ 8.

循环管理)针对各层级人员制定切实有效的培训方

案)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
7388

置管及维护流

程)圈员认真执行
7388

置管及维护的标准流程)避免临床护

理工作中的盲目性#重复性#低效性的弊端)节省了工作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对
7388

使用及维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

施
7̂ 8.

循环管理杜绝问题的再度发生)降低了
7388

置管后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

!

无形成果
!

品管圈可利用头脑风暴充分发挥每位圈员的

创造性想法)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质量管理理念)学习用品

管圈分析原因)设定目标)制定对策并实施(要求护理工作更

有序化#标准化)达到持续质量改进的目的(对
7388

相关并

发症制定的措施在
e88

活动过程中根据阶段性总结不断完

善&

!"

'

)通过团队合作)群策群力)分析并解决问题)提高了护理

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品管圈还提高了护理人员评判

性思维能力及统筹管理的能力)调动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创造性及主动性)结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不断提出更完善

的改进措施)持续改进和提升
7388

临床护理质量)同时护理

人员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团队成员的自信心得到提升)有助于

团队凝聚力的提升(

!&!

!

研究的局限性
!

本研究只检索了中#英文
!

个语种公开

发表的文献)未检索灰色文献)可能存在文献收录不全(图
'

的倒漏斗图显示不对称)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对本研究的可靠

程度会有一定影响(纳入研究质量不高)多未采用分配隐藏及

盲法)部分研究随机方法不恰当(但本研究严格按照
8;1

OLC2@A

系统评价手册进行文献检索#筛选和评价)其可靠性尚

需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予以证实)以期为临床护理提供更加

充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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