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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对初产妇实施品管圈活动管理模式对其会阴侧切率的影响。方法 筛选 100 例在我院分娩的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年限范围为

2020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按照不同管理模式将产妇分为两组，分别为常规管理模式（50 例，参考组）、品管圈活动管理模式（50 例，研究组）。通

过两组产妇会阴侧切率的比较分析两种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结果 参考组、研究组分别有 24、13 例产妇行会阴侧切，侧切率分别为 48.00%、26.00%，

研究组明显低于参考组（P<0.05）。结论 品管圈活动管理模式在初产妇分娩中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有效降低产妇会阴侧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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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数据统计结果指出，现阶段，我国部分地区初产妇会阴

侧切率超过 70%，远高于 WHO 建议的 20%的标准[1]。分析出现这

种情况的可能原因为，目前我国多数人对会阴侧切手术对产妇的损

伤认知程度不足，认为其只是一个小手术，导致临床重视程度有限。

然而，会阴侧切术是影响产妇分娩后机体健康和恢复的重要因素，

行该手术的产妇可能出现会阴水肿、感染等并发症，伴强烈疼痛，

影响其生活质量[2]。因此，如何避免会阴侧切，是提高产科护理质

量和产妇分娩安全的重要途径。为提高本院初产妇分娩安全性，本

研究对其实施品管圈活动管理模式，探讨对其会阴侧切率的降低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 100 例在我院分娩的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年限范围

为 2020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按照不同管理模式将产妇分为两组，

分别为参考组（50 例）、研究组（50 例）。先对参考组、研究组一

般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两组基本资料符合研究开展要求，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参考组：年龄区间 23-35 岁，平均年

龄（28.05±2.14）岁；研究组：年龄区间 21-36 岁，平均年龄（28.24

±2.02）岁。本研究全部产妇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参考组实施常规管理模式，研究组在参考组基础上实施品管圈

活动管理模式，具体措施如下：（1）制定品管圈计划，从专科培训、

产妇管理两方面制定品管圈计划。①专科培训，每周对新上岗助产

士进行产科专科培训，每个月对高年资助产士进行教育，定期考核

助产士培训知识掌握情况，指导其掌握正确的会阴评估方法，提高

知识储备。②产妇管理，强化对产妇孕期的管理强度和产检重视程

度。常规产检时重视产妇的体重管理情况，在孕期教育中加入体重

管理相关课程，告知产妇体重管理对其分娩质量的影响，提高产妇

依从性。从孕 14 周左右通过凯格尔运动对产妇进行适当锻炼。③

会阴侧切教育，结合视频、图书等方式组织科室内人员学习会阴侧

切相关指征，保证全部人员均明确掌握。密切观察产妇产程情况，

能够及时识别其中的体位。尽量指导产妇在分娩过程中保持自由体

位，提高自然分娩率。（2）品管圈干预实施。从产妇进入产房开始，

分阶段对其实施品管圈管理护理，首先对其进行入产房教育，帮助

其熟悉产房环境，提高其配合度。①第一产程，告知产妇每次检查

的目的和结果，耐心回答产妇疑问，帮助其缓解疼痛和紧张情绪。

②第二产程，了解产妇具体情况并对其进行会阴侧切指征评估，结

合胎儿情况分析其是否需要行会阴侧切。③第三产程，及时告知产

妇胎儿情况，消除其紧张、顾虑等情绪。检查软产道情况，及时进

行裂伤部位缝合等工作，做好会阴伤口清洁和护理。 

1.3 观察指标   

从两组分娩过程中会阴侧切情况分析两种管理模式的应用效

果。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5.0 软件分析数据，均属标准差表示计量平均数资

料，用（%）表示计数资料，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卡方检验，P<0.05

提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参考组、研究组分别有 24、13 例产妇行会阴侧切，侧切率分

别为 48.00%、26.00%，研究组明显低于参考组（P<0.05）。见表 1。 

表 1  参考组、研究组会阴侧切率[n(%)] 

组别 例数 会阴侧切例数 会阴侧切率 

参考组 50 24 48.00% 

研究组 50 13 26.00% 

χ2 值  5.1909 

P 值  0.0227 

3  讨论 

会阴侧切术是一种以缩短第二产程、减轻产妇疼痛为主要目的

的助产方式，虽然该方式能够缩短产程，但难以避免出现切口疼痛、

水肿、感染等不良后果，导致产妇分娩后出现并发症，影响机体恢

复[3]。因此，如何降低会阴侧切率，提高产妇自然分娩率，是现阶

段产科助产工作的重点内容。 

品管圈活动理念首创于日本，其核心是组成一定人员数量的工

作团队，自然开展相应护理活动，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和团队合作能

力，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4]。既往相关研究表明，品管圈活动在临

床管理中具备诸多优势：首先，品管圈内成员能够集思广益，不断

为护理工作贡献新思路；其次，品管圈成员均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工作积极性和满足感得到促进，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护理质

量。基于此，本研究在我院产科初产妇的管理中应用品管圈活动模

式，通过团队建立、培训强化等方式为降低初产妇会阴侧切率制定

切实可行的护理对策，实施后取得良好的目标效果。本研究结果显

示：参考组、研究组分别有 24、13 例产妇行会阴侧切，侧切率分

别为 48.00%、26.00%，研究组明显低于参考组（P<0.05）。 

综上所述，品管圈活动管理模式在初产妇分娩中具备较高的应

用价值，能够有效降低产妇会阴侧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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