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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提高介入科护士心电监护仪应用能力中的应用
王红艳　席　恒通讯作者

（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4）

【摘　要】目的：对持续质量改进在介入科护士心电监护仪应用能力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以进一步提高应用能力。方法：
在本研究中，对我院 2020 年 3~7 月，查找了 2020 年 3~7 月期间我院介入科护士出现心电监护仪技能操作失误的案例，并对其影
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这些影响因素融入持续质量改进，并制定改进措施。结果：在融入持续质量改进后，我院介入科护士的
心电监护仪使用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使用合格率从最初的 32.6% 转变为 69.7%。结论：融入持续质量改进，对于介入科护士
心电监护仪应用能力提升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能够帮助护士规范操作，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护士的不良习惯也得到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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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是近几年流行的一种以系统理论为基础的质

量管理办法。而心电监护仪则是临床护士日常工作中最常用到

的一种设备，能够为患者的病情诊断及治疗提供非常重要的依

据。而随着脑淤血，脑卒中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该仪器的使

用几率也越来越频繁。而心电监护仪器则能对患者的心电活动

进行持续的动态监测，能够较早地发现病情，从而帮助医生更

快地为患者提供治疗。但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却依旧存在一些

问题，导致使用合格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我院便开

展了相关研究，对影响护士心电监护仪应用能力的各项因素进

行了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此次研究中，所有的研究对象均为我院介入科护士共 6

名，其年龄在年龄 34-47 岁之间，平均年龄 39.66 岁，平均护

龄 13 年。所有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均不存在差异。

1.2　方法

1.2.1　找出问题

选取了 2020 年 3—7 月份我科室监护仪的使用案例，3—

7 月份期间，我院共识用监护仪 182 次，使用正确率为 79 次，

错误率为 103 次。根据案例对护士使用监护仪错误的原因进

行分析，发现护士监护仪使用能力的问题主要有：①电极片的

脱落或是位置错误。②为打开警报设置或是警报设置不合理。

而影响护士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①护士欠缺相应的责任意

识，认为患者 24 小时有家属监护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家属会

及时告知护士，因此不需要设置报警，或是将报警关闭。②可

是内部许多护士较为年轻，对于心电仪的使用还不太熟练，不

会设置报警参数。③患者认为设置报警会影响到休息，因此拒

绝护士为其打开报警设置。再找到具体的原因之后，制定出了

以下改进措施。

①加强对护士的责任心教育。在科室内部成立其专门的教

育小组，分小组进行培训，保证每一位护士在每一次教育过程

中责任心都有所提升。并且开展一对一教学，让每一位护士都

能明白如何设置报警参数。为了让护士能够更好地理解心电监

护仪的使用，查阅了我院相关资料，制定了一份专门的心电监

护仪使用手册，并发放给每一位护士，让其进行学习，在学习

完成后对每一位护士进行考核。②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宣教，

关于患者不愿意让护士设置报警的问题，护理人员应对患者及

其家属进行宣教，让患者及家属能够明白心电监护仪报警的重

要性，从而取得患者及家属的理解和配合。③对工作流程进行

合理的修改，并将监护仪的使用交接纳入到每天的交接班内容

当中。在对监护仪的临床使用中发现患者不太了解监护仪使用

的目的和意义，一些护士对此也不够了解，因此重视程度较低，

即使在发现心电监护仪出现异常后，也没有对此引起重视。因

此需要对每日的交接班流程进行修改，将监护仪纳入到交接内

容当中。④规范监护仪的使用。对于一些需要连续进行监测的

患者，需定时对患者的袖带进行松解，每日更换一次监测部位，

而对于需要进行血压监测的患者则将其设置为手动测量。⑤加

强对护士的考核。制定好相应的考核制度，将护士对心电监护

仪的使用纳入考核内容当中，不定期对护士的仪器使用情况进

行抽查，对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报警的护士予以相应的处罚，

可以将其与护士的个人绩效挂钩，从而引起护士的重视。根据

考核过程中发现的不足之处，重新制定考核内容，再对护士进

行培训，培训后再进行考核。

1.3　巩固措施

上诉所有流程均纳入到日常的质控监测体系当中，并由科室

护士掌管，定期对科室护士进行检查，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分析和处理，使得整个项目和流程能够持续开展。

2　结果

在融入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后，我院的心电监护仪器整体操

作和国力得到了直线上升，从最初的 32.6% 转变为 69.7%。

3　讨论

现代医学的发展让许多的工程技术能够被应用于临床当中，

从而为人们的治疗和诊断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而护士作为 21

世纪的护理工作者有个应具备掌握和操作这些技术的能力，如

此，才能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心电监护仪作为护士

日常工作中最常使用到的仪器之一，提高护士工作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的医疗纠纷，再加上护士对于仪器使用的不重视，

也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而在应用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后，

抑制了医患纠纷的发生，也提高了护士对于仪器使用的准确性，

使得心电监护仪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效果，从而更好地更好地服

务于患者。因此持续质量改进都是要能够极好地提高护士对于

心电监护仪的应用能力，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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