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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在心内科中的应用效果

王庆凤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目的：探讨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方案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临床实际应用价值。方法：在天津市人民医院

数据库中调选资料作为本次研究样本，将其中2021年1月-2021年12月入院的100例患者随机分为临床组和对照组各

50例。对照组患者以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临床组患者以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进行护理，比较分析护理效果。

结果：临床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6.0%；临床组护理总满意率为98.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对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进行改进时，实施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方

案，能够明显提高心内科护理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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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并日

趋年轻化的态势。同时，由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具有年

龄较大、病程长和预后差的共性问题，应格外注重疾病

预后问题[1]。因此，在心内科患者入院治疗期间，若能

够辅助以科学高效的护理，能够起到有效控制病情、加

快患者康复速度的重大作用[2]。本院心内科为探寻在能

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改进的模式，结合心内科患者的特

殊性，选取了100例心内科收治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

行了持续质量改进护理模式应用的探究，取得了良好效

果，现报告如下。

一般资料

在我院数据库中调选资料作为本次研究样本，将其

中2021年1月-2021年12月入院的100例患者作为研究样

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临床组年龄30~70

岁，平均（41.6±4.3）岁；其中男性25例，女性25例。

对照组年龄35~70岁，平均（43.2±3.9）岁；其中男性25

例，女性25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按时检查并记录患者的脉

搏、体温基础情况，按时用药，嘱咐患者饮食禁忌和注

意事项，给予患者常规的心理护理等。观察组患者给予

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具体实施内容如下：

第一，入院护理。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需要带领

患者进行相关检查，并为其讲解检查目的及注意事项

等，降低患者的焦虑感，提高其依从性。充分了解患者

病情进展情况，加强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不良反应的

预防措施，时刻注意观察患者，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并

发症、不良反应等[3]。护理人员需要详细记录患者住院期

间的病情及身体状况等各项情况，做好交接工作，对需

要加强监测的高危患者，应当具有及时配合主治医师进

行急救的能力。

第二，实施细致化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应当给予患者

细致化的护理服务，以满足患者的身心需求为标准，从护

理工作实施的各个环节中的每个细节出发，制定科学合理

的护理计划，来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第三，加强护理管理。心内科护理需要结合科室特点

和患者的实际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护理管理模式，加强

对护理人员的工作管理。对护理人员的管理要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充分的调动起护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使其以

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护理工作中，为患者营造一个相对轻松

的住院环境。同时，面对护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以解决

的问题，应当发挥团队的作用，群策群力，寻找最合理的

解决方案，以保证对患者的护理效果最佳[4]。

第四，加强病房护理。根据心内科患者的特点，护

理人员需要有较强的责任感，做好病房巡视工作，及时

发现并处理可能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威胁的不安全事

件。同时，在病房巡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加强与

患者的沟通交流，掌握患者的各方面情况，了解患者想

要获得什么样的护理，并详细记录患者对护理工作的反

馈信息，以便为持续改进护理质量制定有效的措施提供

参考信息，为患者提供更加满意的护理服务[4]。

评价标准

以我院自制量表记录患者住院期间的不良护理

事件，如病区管理不合格、礼仪不规范、基础护理不合

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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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院自制量表记录和评价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率

统计学处理

采用 作为本次研究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

以%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 表示，比较

采用t检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护理事故、护理纠纷、护理差错发

生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事故发生率观察组为0.00%，对

照组2.00%；护理纠纷发生率观察组为2.00%，对照组

为6.00%；护理差错发生率观察组为6.00%，对照组为

12.00%。对比两组的护理事故、护理纠纷、护理差错的

发生率，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详见表1。

比[n（%]

组别 例数 护理事故 护理纠纷 护理差错

观察组 50 0（0.00） 1（2.00） 3（6.00）

对照组 50 1（2.00） 3（6.00） 6（12.00）

P

两组患者不良护理事件比较 临床组患者的不良

事件发生率为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见表2。

n（%）]

组别 例数
病区管理

不合格

礼仪不

规范

基础护理

不合格
发生率

观察组 50 2 0 0 2(4.00)

对照组 50 3 4 6 13(26.00)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8.00%，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84.00%，观察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3。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26

（52.00）

23

（46.00）
1（2.00）

49

（98.00）

对照组 50
23

（46.00）

19

（38.00）

8

（16.00）

42

（84.00）

P

心内科疾病的风险影响因素较多，且由于此类疾病

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其身体各项机能处于下滑的状态，

应对风险的能力下降。因此，在心内科疾病患者的临床

护理中，患者自身原因或者护理不规范都可能引起患者

的生命安全遭受威胁。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是在护理

过程中不断的改进护理方式方法，提高护理质量的一种

手段，要求护理人员加强护理服务和管理，在原有的护

理基础上，对患者实施更加细致的护理服务，保证在每

个环节中的每个细节都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而提高

护理质量[5]。同时，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重视患者的实

际需求，能够全面满足患者的身心诉求，对患者提高身

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护理人员

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在持续护理质量改进措施实施中的作

用，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护理能力和护理水平，建立更

高层次的护理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做好本职工作，为患

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结束语

综上所述，持续质量改进提高了护理管理服务水

平，满足了患者日益提高的护理服务水平要求，降低了

护理风险，减少了护理纠纷；同时也提高了护理人员的

职业道德水、理论基础知识、临床技术技能；实现了医

患双方共赢，和谐医患关系，值得在心内科病房中坚持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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