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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的构建与应用

王　静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东营　257000  

摘　要：目的 : 构建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并对应用效果进行评价。方法：组建专科质量管理团队，构建心血管

内科护理质量体系，对专科护理质量管理进行完善，根据质量管理目标方案从多方面监管分析过程质量，结果指标根据不

良事件上报系统进行汇总。比较应用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前后对患者护理满意度和健康教育知晓率产生的影响。

结果：应用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能够促进住院患者护理满意度和健康教育知晓率的提升，（P ＜ 0.05）。结论：

通过构建新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能够充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其有助于提高患者疾病健康知晓率，同

时还能够实现精准化管理的目标，为提升护理质量管理工作效率提高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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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人们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背景

下，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不断升高。心血管疾病有

着复杂的病情，且容易反复发作，存在较大的治疗难度，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患者对临床护理的需求 [1]。护理管理的关键

是提升护理质量，旨在满足患者多样化的护理需求。通过构

建专科护理质量过程性指标能够给持续改进临床护理起到

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能够提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现构

建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并对应用前后相关指标进

行比较。

1. 研究方法

1.1 方法

（1）组建专科质量管理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带教教师

和病区护士长。团队成员均具有 10 年以上的心血管内科工

作经验和夯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且团队成员对专科护理质量

指标熟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2）构建心血管内科专

科质量指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患者安全开展集

体讨论，通过向专家咨询，梳理对患者结局产生的影响因素，

最终制定护理质量架构体系，其中包括一级、二级、三级指

标。（详见表 1）。

表 1 心血管内科专科护理质量监管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过程质量指标

药品管理

高危警示药品管理规范落实率

备用药品管理规范落实率

冰箱药品管理规范落实率

口服药品管理规范落实率

静脉用药管理规范落实率

自备药品管理规范落实率

急救药品管理规范落实率

设备管理 急救设备完好率

护理评估

入院评估符合率

住院评估符合率

ADL 评估符合率

压力性损伤风险评估符合率

跌倒风险评估符合率

VTE 风险评估符合率

病情掌握 护士掌握患者病情正确率

护理措施落实

压力性损伤高危患者护理措施落实率

压力性损伤患者护理措施落实率

跌倒高危患者护理措施落实率

介入术后护理措施规范规范落实率

心电监护护理措施规范落实率

注射低分子肝素钙护理措施规范落实率

健康教育

入院健康教育知晓率

出院健康教育知晓率

介入术前、术后健康教育知晓率

高血压健康教育知晓率

心力衰竭健康教育知晓率

心肌梗死健康教育知晓率

永久性起搏器健康教育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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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质量指标

患者满意度

患者对环境设施的满意度

患者对护士专业技能的满意度

患者对人文关怀的满意度

患者对安全的满意度

护理风险管理

住院患者院内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住院患者 2 期及以上院内压力性损伤发
生率

难免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非难免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

住院患者跌倒伤害率

住院患者跌倒伤害某等级比率

给药错误发生率

给药近似错误发生率

注射低分子肝素出血发生率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覆盖率

健康教育知晓率

1.2 质量管理方案

制定护理质量管理组织框架，对团队成员的职责予以

明确，团队成员均参与到专科护理质量指标相关培训活动，

保证专科质量指标监测客观与准确。采用 PDCA 持续质量改

进模式制定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体系，从多方面实施专科质量

监督，从而实现专科质量目标化管理目标，保证患者得到的

护理服务更加安全、高效、优质，使患者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1.3 观察指标

对比实施前后相关指标。（1）比较实施前后住院患者

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的调查问卷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

行调查，其中包括环境设施、专业技能、患者安全、人文关

怀四个方面。（2）比较实施前后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采

用本院自制的调查问卷对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 t、 2x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住院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

表 2 比较住院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环境设施 专业技能 患者安全 人文关怀

实施前 100 3.94±0.84 3.28±0.84 3.38±0.95 3.11±0.69

实施后 100 3.91±0.85 3.77±0.85 3.85±0.85 3.99±0.88

t - 0.374 5.865 5.010 10.789

P - 0.782 0.002 0.002 0.000

2.2 对比健康教育知晓情况

表 3 比较健康教育知晓情况（ x ±s，分）

组别 例数 高血压 心力衰竭 起搏器植入
术后 心肌梗死

实施前 100 76.76±8.61 75.19±7.56 67.47±9.65 73.79±11.16

实施后 100 88.19±7.75 86.70±9.20 81.89±11.69 83.62±9.61

t - 8.710 5.347 5.134 4.764

P - 0.000 0.002 0.002 0.003

3. 讨论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患病率的不断升高，使心血管内

科的护理工作迎来新的挑战。护理管理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提

升工作质量，使护理安全得到有效保证，持续的改进工作 [2]。

为此，应构建一套高效的专科护理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在循证理论支持下，将监管指标设置为不同

级指标，并构建心血管内科护理质量指标体系 [3]。结果指标

会受到有些过程指标的影响，保证过程指标呼应结果指标，

在此基础上，利用专科质量控制指标能够实现标精准化管理

专科护理质量的目标，为促进护理服务更加规范和标准提供

有利条件，同时还有利于持续改进护理质量 [4]。

在本次研究中，应用专科护理质量指标之后能够显著

提高住院患者的满意度。说明应用护理质量控制指标之后患

者更加肯定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使其充分感受到来自人文

关怀，提高其安全感，相应提升其护理满意度，给优质护理

进一步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5]。另外，实施专科护理质

量指标之后显著提高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为提升其自我护

理能力提供有利条件，有效防治疾病发生 [6]。

4. 结论

总而言之，心血管内科所收治的患者普遍病情危急重，

且近年来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不断升高，使临床护理工作迎

来新的挑战。在应用心血管内科护理质量指标后能够对专科

护理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给专科护理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

作用。通过建立护理质量评价指标能够给护理服务更加规范

和标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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