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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一体化品管圈在监护室管道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徐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通过在监护室管道护理中采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机进行护理，在对采用这种方法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

方法：选取 2018~2020 年在我院进行管道护理的患者，将这些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对管道患者进

行护理。结果：通过对照组实验表明，采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进行管道护理，效果明显好于常规护理方式。结论：在监护室

中采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的方式进行管道护理，能够最大程度的提高护理水平，对于患者的护理效果也较好。

【关键词】：医护一体化；品管圈；监护室；管道护理；临床效果

前言：

在监护室的护理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患者，而这些患

者中又有很多需要进行管道护理的患者，如果不对这些患者

进行有效的护理，就会对患者身体上造成安全隐患。而医护

一体化品管圈的建立，就是将一些优秀的护士集中在一起，

整体上形成一个护理品质管理圈，然后对患者进行管道护

理。这种护理方式能够极大的促进护理效果，也可以让患者

在管道护理中得到更好的照顾，提升护理的质量。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在我院选取 80例监护室中进行管道护理的患者，

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对照组（n=40）和观察组（n=40），

对照组采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进行管道护理，观察组采取常

会护理方式进行。对这两组管道护理的患者实际护理情况进

行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的方式进行护理，首先在

所有的护士与医生中选取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一医护一体

化，在整体上形成品质管理圈对患者进行护理。同时在这个

品管圈内选取一名组长，方便对整个护理过程进行全面的把

握及协调；其次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建立之后，所有医护人

员对管道护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中的探讨，再将这些

问题制定出详细的解决方案，方便在管道护理时对常见的问

题进行预防，提高管道护理的质量与效果[1]。并且在护理的

过程中，对管道护理患者的各种情绪进行收集，同时制定成

表格；最后在通过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了解管道患者对采用

医护一体化品管圈的护理方式满意程度，进而实现对两种护

理方式进行对比的目的。而具体方法如下：（1）对科室现

有医护人员进行筛选，遵循分层级使用原则，组建医护一体

化小组，每个小组含主任医师或主管医师、责任护士，每组

固定分管 6-9 个床位，由相应的小组负责床位所在患者的医

疗、护理服务；（2）在科室、病房现有管理条例的基础上，

结合“医护一体化”模式的特点，建立相应的工作规范与管

理制度，尤其是特殊病例（如病情危重患者或者术后面临高

风险患者）的医护方案探讨、医护人员协同查房制度、患者

的术后康复路径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组织各个医护小组进

行学习；（3）患者入院后，即从患者的一般资料（如文化

背景、年龄等）、病情诊断相关支持信息、精神状态以及情

绪表现等角度入手，对患者进行全面、系统评估，并参考评

估结果与现有的医护经验，为患者制定合理的医护方案，方

案含基础护理、专科护理，以及个体化心理干预、健康宣教

措施，整个方案以医护协同、全程无缝隙服务为主要思想，

确保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以及医师、护士在相应领域的优势

的充分发挥；（4）住院期间，实施医护共同交接班与共同

查房制度，交接班采取一对一模式，交接形式含书面交接、

口头交接，做好护理要点、患者情绪变化、病情恢复情况等

方面内容的交接，查房期间，加强医患、护患沟通，采取科

学方法对患者的心理状况、病情恢复情况以及各项医疗服务

的落实效果等进行搜集，并根据搜集的资料合理调整医护方

案[2]。

1.3观察指标

根据记录两组患者在监护室管道护理当中的临床效果

分析，对患者得分进行评比，分数值越高说明护理满意度也

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此次采用 spss21.0 软件数据统计分析，并计算检验标识

采用 t 标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满意度分析，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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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对于护理满意度的评分

小组 n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40 68.92±1.56

观察组 40 75.67±2.02

x2 2.682

p ＜0.05

3讨论

在一定程度上医护一体化品管圈在当前的监护室管道

护理中的实际应用，不仅能够让医护人员自发的对问题进行

解决，也能够对护理质量有所提升。该管道护理方式对于护

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完善；医护一体

化品管圈和常规护理方式比较，其自身的优势极为明显，可

提高护理质量和提升患者满意度。除上述文献外，邹宝林等

[3]探讨了医护一体化模式的实际效果。据国外护理协会所提

出的相关定义，护理措施需要患者和医护人员共同参与进

来，从而确保双方职责的落实与共同目标的实现。在管道患

者的术后护理中，并发症的控制有重要意义。既往护理经验

证实，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并不仅仅在于症状本身给术后恢复

效果造成的干扰或者患者生理层面遭受的痛苦，更为严重的

是，部分患者可能受此影响，对自身的病情持悲观态度，或

者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以及某些情绪化行为，或者诱发护

患纠纷事件，使医护人员在患者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为掌

握该模式的实践方法及其对并发症控制的实际价值，我院选

取若干名行管道的患者，展开了实践尝试。从实践结果反馈

的信息来看，我院所构建的医护一体化品管圈护理，对于监

护室患者的管道护理能够缩短其住院时间，在生活质量与血

肿风险中也明显得到改善。因此，在此类患者的术后护理中

应用医护一体化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护理策略。

当前通过医护一体化品管圈的应用，其主要是由医护人

员所组成的护理小队伍，然后进行共同合作、集思广益，按

照一定的程序解决工作遇到的问题，从而达到护理质量及和

提升患者满意度为主要目的。通过此次研究的结果显示，利

用品管圈在监护室管道护理患者中的护理干预一个月，观察

组患者不论是在护理，满意度还是在护理期间所出现的不良

事件都是要优于对照组的[4]。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表明了监

护室管道护理执行品管圈后对护理质量的提升呈现出上涨

趋势。品管圈能够成立监护室护理小组，共同设定圈徽、圈

名及活动主题；通过分析管道脱滑因素，查找出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详细记录，有效的去制订相关针对护理措施。对于

护理人员能够掌握相关护理知识，培训及考核过程中重点讲

解预防非计划意外拔管的相关内容，提高小组成员的知晓率

及防范技能。对于意外拔管，应加强制定管道固定流程，在

监护室管道护理中需要护理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流程，在取得

患者同意后，适当的使用约束，同时注意在约束的同时不能

让患者感到不适，因为采用强迫的方式对管道患者进行束

缚，极易让患者出现逆反情绪，不利于后续的护理工作。完

善非计划拔管及管道相关性感染事件登记，每个月进行不良

事件上报，医院护理部门需要根据责任护理人员所记录的相

关内容，对护理过程中出现的不良时间员进行深入探讨，并

强化监护室管道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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