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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在妇科的应用研究
韦亮 陈红

（广东省罗定市妇幼保健院 罗定 527200）

摘要：目的：观察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对妇科护理的影响 。 方法：选取 2015 年 1~12 月我科收治的 1%181 例患者，随机分组。 对

照组 508 例采用传统护理，观察组 673 例采用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发生后是否及时上报情况及护理满

意率。 结果：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上报及时率、护理总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护理

质量持续改进在妇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增加护理人员不良事件上报意识及上报及时性，改进

护理质量，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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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是临床上常用的护理质量管
理方法，是指护理人员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提升护
理能力及护理服务质量，促进医院护理团队工作质
量全面上升的护理质量管理模式[1]。 护理不良事件
是指在实施护理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不被人们期望的
预料之外的危险事件。 不良事件的发生常引发不必
要的医疗纠纷[2]。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市场的
不断完善及患者对护理服务需求的增加，提高护理
服务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妇科疾病种类多，随
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高龄孕妇逐渐增多，护理难
度逐渐加大。 本研究探讨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对妇科
不良事件及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1~12 月我科收治
1%181例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 508例，年龄 22~41
岁，平均年龄（35.45±3.54）岁，先兆流产 130例、卵
巢囊肿 30例、异位妊娠 76例、稽留流产 71例、子宫
肌瘤 60例、妊娠剧吐 20 例、其他 121 例。 观察组
673例，年龄 21~42岁，平均年龄（34.98±3.61）岁，
先兆流产 149例、卵巢囊肿 23例、异位妊娠 86例、
稽留流产 76例、子宫肌瘤 65例、妊娠剧吐 29例、子
宫肌瘤 62例、其他 183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方案， 包括：
生命体征监测、体位干预、健康宣讲、心理护理、不良
事件记录等。 观察组给予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方法
如下：（1）完善组织体系：成立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小
组，副主任护师担任组长，主管护师担任副组长，相
关科室护理人员为小组成员。（2）加强护理人员管
理和教育：组长采取一对一讲课、集体讲课、微信讲
课等方式对组员进行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相关知识培
训并进行考核，提高组员的工作荣誉感和责任感，促
进整体护理水平的提高。（3）明确护理问题和改进

重点： 评估过去 3年内我院护理不良事件及医疗纠
纷发生的常见原因， 如患者服用某些药物后出现头
晕、低血压、皮肤过敏等不良反应，导致患者跌倒、压
疮等；合并贫血、高血压、低血钾等疾病的患者易引
发跌倒；病房存在地面湿滑、物品杂乱等安全隐患；
患者及其家属的安全意识较弱； 护理人员对不良事
件的预防意识不够强。（4）整改措施：每位患者入院
后详细询问病史，熟悉患者基本病情及用药情况，掌
握每种药物副作用的处理方法， 密切观察不良事件
高危人群用药后的不良反应； 加强患者及其家属的
自我疾病管理能力， 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及其家
属风险防范意识，认识风险，规避风险；在病区醒目
位置张贴健康安全标识； 要求责任护士监督病区保
洁员的工作质量，查找、消除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
（5）制定奖惩制度：将护理不良事件同护理人员及管
理者的奖金制度挂钩， 增强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及积
极性。
1.3%%%%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上报是
否及时及护理工作满意度。 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
制问卷进行调查，总分为 100分，分值≥90分为非
常满意，60≤分值＜90分为满意， 分值＜60分为不
满意。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字2%检验，计量资料
以（x%±s）表示，采用 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不良事件发生及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
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护理总满意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不良事件发生及护理满意度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组别 n 不良事件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观察组

508
673

45（8.86）
24（3.57）*

271（53.35）
523（77.71）

146（28.74）
132（19.61）

91（17.91）
18（2.67）

417（82.09）
655（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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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上报情况比较 观察组上报及时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上报情况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讨论
数据表明[3]，全球每年有近 100 万患者因医疗

不良事件受到生理及心理上的伤害，其中近 10万患
者发生严重意外，甚至死亡。 由此可见，医疗事故及
不良事件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安全，加重患者经济负
担，降低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的满意度，引发不必要
的医疗纠纷[4]。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是护理服务质量监控管理
模式，该模式注重护理过程的合理性，针对护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制定整改措施，避免
不良事件再次发生[5]。 此外，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对
护理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及考核，建立明确的奖
惩制度，能有效增强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及积极性；将
患者由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角色，通过积极有效的

健康教育，引导患者做好自我保护措施，提升自我保
护能力，可有效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6]。 研究结果显
示，质量改进措施实施后，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总发
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不良事件上报及时性及护理
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与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7~8]。 综上所述，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在妇科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增
加护理人员不良事件上报意识及上报及时性， 改进
护理质量，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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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及时 不及时

对照组
观察组

45
24

32（71.11）
23（95.83）*

13（28.89）
1（4.17）*

社区中老年女性妇科炎症患病现状及护理保健方法探讨
郑俊艳

（河南省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新密 452370）

摘要：目的：分析本社区中老年妇科炎症患病现状，探究有效的护理保健方法。 方法：选择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7 月我社区
收治的 240 例中老年妇科炎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20 例。 对所有患者进行详细的检查，分

析患病现状。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保健，观察组患者给予综合护理干预保健。 观察两组患者对护理效果的满意度。 结果：

老年性阴道炎、慢性宫颈炎、慢性盆腔炎在中老年妇科炎症中最为常见，患病率分别为 36.25%、22.92%、18.33%，其次为细菌性阴

道炎（15.00%）、滴虫性阴道炎（7.60%）；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93.33%，对照组的满意度为 65.0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中老年女性妇科炎症在临床中的发病率较高，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和预防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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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各种妇科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我国进入
老龄化社会，中老年女性缺乏一定的保健意识，患病
率较其他年龄女性偏高。 妇科炎症为最常见的妇科
疾病，症状多较重、且反复发作，治愈困难，物理或药
物治疗效果并不突出，且存在较多的不良反应，给中
老年女性患者身心健康造成较大的影响[1]。 因此，分
析该类疾病的临床现状，根据患病特点给予综合性
的护理保健，对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分析了我社区中老年女性
妇科炎性疾病的发病情况，并给予综合护理保健方

法，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7 月
本社区收治的 240例中老年妇科炎症患者为研究对
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20例。
对照组年龄 45~67岁，平均年龄（54.5±6.5）岁。 观
察组年龄 46~68岁，平均年龄（56.7±8.2）岁。 两组
患者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排除合并重要脏器衰竭、严重精
神疾病以及恶性肿瘤患者。 所有患者知晓本研究的
目的，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中途无失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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