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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骨科患者基础护理服务中的效果研究
黎燕清 

（贵州省安顺市第一人民医院贵州省安顺市 561000） 

【摘  要】目的：探讨品管圈在骨科患者基础护理服务中的效果，以期为骨科患者的护理提供参考。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

在我院骨科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 120 例，通过将 120 例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法分组，然后 60 名实验组接受品管圈下的基础护理，60 例对照

组的患者接受常规的骨科基础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在接受了不同的护理方式之后对护理的满意度以及各项基础护理的落实情况。结果：实

验组的 60 名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3.3%；对实验组的 60 名患者的各项基础护理的落实情况较对照组的 60 例

患者的基础护理落实情况好，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品管圈在骨科患者基础护理方面相较于常规的基础护理来说有较好的优势，

能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还能将各项基础护理落到实处，值得临床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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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在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与不可缺

少的作用，高质量的基础护理不但能促进患者身体的康复，还能建

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在医院的声誉与形象方面起着促进的作用，

相反的，如果基础护理不过关，不但不能促进患者身体的恢复，甚

至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同时破坏医院和医护人员在患者心目中的

形象，不利于良好医疗患者的建立。随着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人们

越来越重视质量，在护理方面也不例外，患者希望得到更好的、更

具有专业性与人情味的护理，来帮助他们身体的恢复。品管圈就是

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团队的力量，共同商讨实践、反思改进，从

而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1-2】。本文选取了 120 名在我院

骨科住院治疗的患者，将其进行分组对照，来探讨品管圈在骨科患

者基础护理服务中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我院骨科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

120 例，其中有男性患者 72 例，女性患者 48 例，年龄在 18-61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 34.6 岁；告知患者及家属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

法，120 例患者及家属均表示对本次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研究，同

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按照随机分组

的方法将 120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患者，实

验组中有 37 名男性，23 名女性，年龄在 21-61 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 35.1 岁，对照组中有 35 名男性，25 名女性，年龄在 18-61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34.8 岁，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无可比性。 

1.2 方法 

实验组的 60 名患者接受的是品管圈下的基础护理：（一）组织

建立起品管圈，骨科的科护士长起到带头作用，通过参加相关培训、

查询相关资料深入了解品管圈的定义、实施方法、意义以及作用在

骨科基础护理方面的具体方法和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整理对科室

的护理工作者进行培训，选取小组长。（二）讨论决定品管圈的主

题，通过品管圈小组会议的方式，讨论出一个品管圈的圈名和圈标，

使圈内成员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保证全力投入到品管圈小组中。

（三）制定品管圈的计划，通过圈内会议讨论的方式，征求每一位

圈员的意见，再整合出一个大家赞同、可行性高的计划。包括品管

圈小组成员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护理质量以及问题讨论等。再

根据此计划进行品管圈活动。（四）护理工作中的问题总结，通过

品管圈，让每位圈员对基础护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存在的隐患

在品管圈会议上进行讨论，各个圈员再发表看法和提出改进的措

施，并在之后的护理工作中加以证实或改正【3-4】。 

对照组的 60 例患者接受的是常规的骨科基础护理。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在接受了不同的护理方式之后对护理的满意度

情况：运用本院统一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在患者出院时进行填写，

分为 4 个等级，分别是满意、基本满意、不太满意和不满意，总体

满意率=满意+基本满意。基础护理的落实情况由护士长对每日的晨

晚间护理情况、患者的安全护理情况以及患者的其他护理情况进行

打分，满分 100 分，分越接近 100 分表明落实情况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两组患者出院时填写的护理满意度统计表进行对比，发现实

验组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高达 96.7%，对照组的患者对护理的满

意度为 83.3%，实验组的满意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对两组的基础护理的落实情况进行对比，护士长对两组的打分

总体情况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基础护理的落实情况(`x±s) 

组别 晨间护理 晚间护理 安全护理 其他护理 

实验组 91.0 89.2 88.5 89.1 

对照组 81.3 79.5 81.0 76.2 

如表 1 所示，实验组的晨间护理、晚间护理、安全护理以及其

他护理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由于一个科室会有资质老的护士，也有刚进入临床工作缺乏经

验的年轻护士，由于日常护理工作繁忙使得资质老的护士与年轻护

士之间无法很好地交流工作，通过品管圈，可以起到老带新的作用，

及时发现护理工作中的问题，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同时，年轻护

士的一些新的想法也能在某些方面给大家带来思考，从而共同提高

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5】。 

综上所述，品管圈在骨科患者基础护理服务中的效果显著，与

常规的基础护理相比，不仅护理满意度更高，基础护理的落实情况

也更好，提高了护理的质量，促进了患者的恢复，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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