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预防医学研究  

 ·84·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精神科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的 

应用效果分析 

甘雷洋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610000 

【摘  要】本研究的目的是针对精神科护理，分析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具体应用方式和价值。方法是选择我院在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精神

疾病患者 108 例进行研究，分析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具体使用和取得的效果。针对不同的护理方法，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4 例，在两组

患者中，均使用抗精神药物进行治疗，在对照组中，主要是应用常规的护理模式，在观察组中，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护理质量敏感指标检测模式，统计

所有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计算其护理满意度和护理质量评分并进行对比。结果是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观察组结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患者显著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产生概率显著比对

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是针对精神科护理工作，采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监测护理的效果，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保证护理安全，

在临床中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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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量管理工作中，敏感指标是重要的内容，利用敏感指标的检测

和评价，能够实现以点带面，保证重点管理工作的开展。同时，针对护

理质量优劣的评价，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产生质量

问题之后，利用敏感指标管理，能够保证循迹追踪，及时发现问题，从

而能够及时改进。在评价处理问题环节中，护理管理者要能够对问题根

本进行分析，立足于整体的角度，分析细节，同时把护理安全质量管理

作为首要内容，不断保证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防范医疗

护理纠纷。在我院中，从开展护理质量敏感指标检测和评价之后，显著

提高了护理的质量和水平，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选择我院在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精神疾病患者 108

例进行研究，针对不同的护理方法，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54 例。在对照组中，包含了男性患者 27 例和女性患者 27 例，

其中，患者的年龄是 22 到 81 岁，其平均年年龄是（41.20±4.12）岁，患

者的病程为 1 年到 17 年，其平均病程是（7.21±2.36）年，其中包含了

15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20 例躁狂症患者 19 例，13 例抑郁症患者和 6 例

老年痴呆症患者。病情情况是：20 例轻度、21 例中度、13 例重度。在观

察组中，包含了男性患者 30 例和女性患者 24 例，患者的年龄是 21 到 86

岁，其平均年龄是（42.36±4.51）岁，患者的病程为 2 年到 18 年，其平

均病程是（7.32±1.96）年，共包含了 1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21 例躁狂

症患者、12 例抑郁症患者和 7 例老年痴呆患者。患者的病情情况是：18

例轻度、22 例中度和 14 例重度。对比两组的资料和基本情况，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可比。 

本研究中，患者的纳入标准为：①具有清晰的意识；②无精神疾病。

排除标准：①存在其他的恶性肿瘤疾病的患者；②存在重大器官，如肝、

心、肾等等问题的患者以及血液系统疾病患者；③排除依从性差的患者。

在本研究中，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同意和批准，同时患者和家属都知

晓调查的内容，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治疗方法：针对两组患者，都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主要药物为

奥氮平片，一日两次，一次 5mg，治疗时间为 1 年。 

护理方法：在对照组中，实施常规护理，主要内容有：健康宣传，

统一制定并发放康复指导手册，促使患者和家属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做

好常规的用药护理，加强饮食指导。在观察组中，主要是实施常规护理

干预的基础上，使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做好指标检测。具体的内容有：

指标的制定：参考相关文献，设置具体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②指标的

筛选：针对已经形成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让专门的专家参与到指标评

价和修改中， 终形成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同时，这些指标需要包含严

谨的结构、过程和结果内容。在每个指标中，又涵盖了一级指标、二级

指标和三级指标。具体的落实：在每个月初，护士长需要上报统计的数

据和检查的结果，同时在每季度中，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抽查相关指标。

在科室中，需要定期开展组织讲座，让护理工作人员能够掌握各项护理

知识，熟练使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需要将护理质量指标详细介绍给护

理工作者，同时将注意事项和检查方式等告知护理人员。有效分析收集

的数据，并且针对数据中反应的问题，做到持续改进。 

两组患者均干预 1 年。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在对两组患者进行一年的护理干预之后，对比两组患者产生的不良

事件、护理质量评分，统计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在护理满意率指标统计

中，包含了护理技能、就医环境以及服务态度满意率等指标，采用我院

自制的护理满意调查表，设置了 20 项参考指标，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

成五个维度，分别是：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和不清楚以及不满意，设

置分值为 5 到 1 分，其中，总满分是 100 分，根据患者的评分情况，设

置两个级别，以 70 分为界限，≥是满意，<70 分则是不满意。其中，护

理总满意率=满意人数/总人数×100%。 

本研究共发放了 120 份评价表，同时收回 120 份。在产生的护理不

良反应中，包含了：自伤/自杀、跌倒/坠床、擅自外出、伤人毁物、噎食、

压疮以及暴力攻击等等事件。护理质量包含了五个层面，分别是：风险

处理、基础操作、药品使用、患者识别以及护理落实，采用无院自己设

置的护理质量评分表，其中，得分越高，则表示护理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首先，在本研究中，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检索和参考，同时

采用现况调查提取的方式介入专科护理质量，设置有效的评价指标，采

用 Donabedian 的质量结构模型，采用“结构—过程—结果”作为基本的

理论框架，构建其不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研究数据主要是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统计和处理分析，

计量资料表示为均数±标准差，在两组间，利用 2x 进行检验，计数资料

使用 t 进行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析 

统计两组患者的各项评分并对比可知，观察组患者的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参考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分析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明显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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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具体参考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的比较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产生概率，观察组显著比对照组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参考表 3。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药品使用 风险处理 患者的准确识别 基础操作 分级护理落实 

观察组 54 9.87±0.39 9.92±0.28 9.63±0.48 9.68±0.39 9.75±0.35 

对照组 54 8.09±0.69 8.11±0.28 8.18±0.28 8.12±0.69 8.10±0.43 

t 值  9.833 10.208 9.629 9.518 9.749 

Р值  0.012 0.009 0.014 0.015 0.013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分析 

就医环境 护理技能 服务态度 总护理 
组别 例数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观察组 54 52（96.30） 53（98.15） 53（98.15） 53（98.15） 

对照组 54 45（83.33） 44（81.48） 43（79.63） 45（83.33） 

值     15.487 

Р值     0.00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疾倒/坠床 伤人毁物 自伤自杀 擅白离院 压疮 嘘食 烫伤/烧伤 工作人员受暴力攻击 不良事件总发生 

观察组 54 0 1（1.85） 1（1.85） 0 1（1.85） 0 0 1（1.85） 4（7.41） 

对照组 54 1（1.85） 2（3.70） 2（3.70） 1（1.85） 2（3.70）2（3.70） 1（1.85） 2（3.70） 13（24.07） 

值          21.085 

Р值          <0.001 

3 讨论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

高。在过去的护理管理中，虽然将患者的满意度作为主要的参考指标，

然而这些指标都十分的单一和片面，缺乏稳定性和可参考性，这就急需

要设置稳定、科学的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 

在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中，设置科学高效的护理敏感质量指标能够起

到导向作用和效果，同时也是对患者的护理质量进行评价的重要方式，

能够动态监测护理的重点指标和重要的环节，形成能够进行有效量化的

数据，让结果可以对护理实践产生更加敏感和准确的影响，同时真实地

反映出护理的质量。在设置护理质量敏感指标时，需要结合具体指标，

同时考虑到各种因素，制定合适指标，需要保证求实严谨，并且在日常

的统计中充分结合使用专科敏感指标，在各个病区中，保证护士长带头

开展审核工作，在每月中能够进行集中统计，统计并上报不良事件，由

护理部门主任和护士长做好审核工作，提出有效的意见。护理敏感质量

指标能够测定和量化护理质量，并且也是对临床护理质量进行总结和评

价的工具，掌握护理活动的基本情况，对护理质量管理进行有效的检测。

利用客观质量指标，能够掌握临床护理的基础情况和动态改变，找到问

题同时进行问题反馈，不断学习和交流，提高组织成员的能力，提高护

理质量。 

对于治疗效果来讲，护理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能够作用

于患者的治疗结局，因此，备受护理管理者的重视。在住院过程中，患

者的护理质量和住院安全等等，都是直接影响患者治疗解决的指标和基

础。因此，要及时检测护理的指标和数据，帮助对护理进行评估，同时

积极寻找有效的护理方式，才能够不断改进护理的策略。在医院中，精

神科是重要的科室，收治着大量的特殊人群，并且患者均存在着情感和

社会认知的问题，一些患者存在意志行为障碍，这也使得护理工作的开

展存在很大的难度，安全隐患众多，生活，饮食等等都可能存在安全问

题，时间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对护理质量也有着很高的要求。

在精神科的日常护理管理工作中，护理敏感指标的设置能够给护理服务

质量持续改进带来真实高效的测评。在进行动态监测时，敏感指标的应

用能够保证护理人员及时发现问题，同时找出有效的解决和预防策略。

要让护理工作者能够主动进行不良事件的上报，同时让更多的护理工作

者参与其中，在全科人员中，设置有效的改进对策，从而不断提高护理

的质量和水平，确保护理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产生。护理质量敏感性

指标包含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可以保证在护理工作检验时及时找到护理

缺陷和问题，有效地设计精神科护理问题，同时不断提高护理质量和水

平。在本文中，针对我院的精神科患者实施质量敏感指标检测和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本研究中，从几个角度进行了护理质量的统计和分析，其中包含

风险处理、药品使用、基础操作、分级护理等等，研究表明，观察组患

者的各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

在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时实施护理质量敏感指标，

可以显著提高护理质量和水平。在观察组中，从护理技能、就医环境和

服务态度三个层面分析可知，观察组获得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在精神科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

实施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可以帮助不断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这是因为在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十分关注过程指标，这就涵盖了用药护理和生活护理

等等内容，让护理工作者更加重视这些指标，从而不断提高护理的效果

和满意度。从不同维度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计算并对比不良

事件发生率可知，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产生概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在精神科的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工作

中，采用质量敏感指标检测可以显著减少不良事件的产生，保证护理安

全。针对临床工作的开展，设置的不同二级指标之下的三级指标，并且

将三级指标当作是指导性的文件。比如针对新入院的患者，评估其情波

动以及患者的暴力风险，然后做好交接工作，然后把那些高暴力风险的

患者放置到和护士站距离近的地方，能够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得到处理，

显著减少不良事件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精神科的护理工作中，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检测和应

用有着显著的效果，能够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满意率，有着很高的安

全性和可应用性，在临床中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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