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206 

医学研究 

心内科护理人员心电监护的规范使用与管理 

张瑾  张娟通讯作者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目的 总结心内科护理人员心电监护规范化使用的重要性，同时分析加强持续质量管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2020 年 12 月

心内科护理工作为对照组，包括护理人员 20 名及患者 50 例，此阶段未实施持续质量改进管理，另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心内科护

理工作为观察组，包括护理人员 20 名及患者 50 例，此阶段采用品管圈活动实施质量持续改进管理，对比心电监护仪使用情况、不良事件

发生情况、护理质量、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 对照组阶段心电监护警报 20 例，血压报警值 33 例，心率报警值 8 例，脉压报警值 1 例，观

察组阶段心电监护警报 4 例，血压报警值 10 例，心率报警值 2 例，以观察组阶段报警构成比较低（P＜0.05）。对照组阶段心电监护相关不

良事件发生率为 24.00%，观察组阶段 4.00%，以观察组阶段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P＜0.05）。对照组护理人员理论考核成绩（89.45±3.18）

分，实践操作考核成绩（88.42±4.12）分，日常工作状态考核（83.62±5.16）分；观察组护理人员理论考核成绩（95.26±3.05）分，实践

操作考核成绩（93.52±3.18）分，日常工作状态考核（92.52±2.58）分，两组间对比有差异性（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 采用品管圈进行护理持续改进管理，有助于提升心内科护理人员心电监护的规范化。 

关键词：心内科；护理人员；心电监护；规范使用；管理 

 

心内科所收治的患者多需给予心电监护，尤其对于危重症患者

或行手术治疗患者，心电监护对于病情评估及生命征监测具有重要

意义。现阶段临床所用心电监护仪的精准度、操作便捷度、实用性

均有不断提升，促使住院者的使用率有所提升[1]。心电监护仪是一

种精密电子设备，虽然本身极少可能发生故障，但可能出现机械性

报警或人才操作不当引发的问题，进而出现患者生命指征的错误判

断，影响其应用价值[2-3]。为此，要求对心电监护仪进行规范化使用，

也相应的提升了对于心内科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及操作规范化的要

求[4-5]。为不断提升心内科心电监护仪的规范化应用及管理质量，各

医院均尝试应用不同管理模式进行，而其中持续质量改进为主要方

向。本研究中对 2020 年 1～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两个阶段心内科护理工作情况进行了对比观察，其目的在于探

究以品管圈活动为基础的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2020 年 12 月心内科护理工作为对照组，包括

护理人员 20 名及患者 50 例，另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心内

科护理工作为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54～

78 岁，平均（65.34±6.38）岁。观察组患者：男 29 例，女 21 例；

年龄 55～78 岁，平均（66.18±6.58）岁。对照组护理人员：男 2

名，女 18 名；年龄 21～45 岁，平均（30.25±4.51）岁；护士 9 名，

护师 5 名，主管护师 5 名，护士长 1 名。观察组护理人员：男 1 名，

女 19 名；年龄 22～45 岁，平均（29.85±4.34）岁；护士 8 名，护

师 6 名，主管护师 5 人，护士长 1 名。两组患者、护理人员的基线

资料对比均无差异性，可对比研究。患者纳入标准：①均收治在心

内科，且应用心电监护仪；②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精神

疾病史；②认知功能障碍。 

1.2 方法 

对照组：此阶段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对心内科护理人员进

行心电监护仪使用方法的培训，并明确心电监护仪使用规范，定期

进行护理人员考核。 

观察组：以品管圈活动为基础进行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内容如

下： 

（1）建立品管圈活动小组：组内成员包括护士长、责任护士，

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组织小组成员进行品管圈活动目的、流程、

内涵等学习。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制定小组管理制度及措施。组

长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心电监护专业技能培训，并监督相关工作

落实情况。 

（2）明确品管圈活动主题：对当前科室护理管理潜在不足之

处进行分析，并总结潜在风险。结合讨论结果拟定主题，参考上级

管理政策进行活动主题可执行性、价值分析，确保主题活动可落实，

并能够发挥提升心电监护规范化水平的价值。 

（3）问题分析：组长组织小组成员进行心电监护规范化影响

因素的分析，总结常见因素如心电监护仪的管理、护理人员操作不

当、护理人员责任意识、年龄较小患儿不当行为等。对各影响因素

开展进一步分析，并总结有待解决问题，最终梳理可用于后续工作

的质量改进措施。 

（4）护理质量改进措施：①护理人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心

电监护仪规范化操作方法、技巧、注意事项、潜在风险因素及防控

措施等。护理人员交接班时进行心电监护仪使用问题总结，并与接

班护士进行交接。护士长定期总结心电监护仪使用问题，提出解决

措施，要求护理人员将具体措施落实到后续工作。同时对护理人员

责任意识与风险防控意识进行培训，强调规范化使用心电监护仪的

重要性，以措施操作可能造成的不良事件。纠正护理人员不当工作

态度，强化专业能力，养成良好工作习惯。护士长定期进行心电监

护工作开展情况的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整改，对阶段内

操作问题频繁或严重护理人员在会议上提出，并给予适当处罚。②

心电监护仪维护与保养等管理：仪器使用后确保导线处在干燥状

态，针对接触污染物导线及时清理与消毒。对血压袖带拆卸后进行

清理，以消毒液进行浸泡，并以清水清理后干燥处理。禁止对心电

监护仪与附件给予高压冲洗或高温消毒处理。心电监护仪交给专人

负责保管，定期进行仪器使用状态的检查，发现异常表现及时通知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与保养。 

（5）总结：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心电监护相关专业技能的考

核。同时进行心电监护仪管理及相应护理工作的讨论，明确近期工

作不足之处及改进措施，总结经验投入到下一个工作循环中。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心电监护使用情况，总结心电监护警报、血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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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报警、脉压报警发生率。（2）统计与心电监护相关不良事件

发生情况，如记录信息丢失、电极脱落、院内感染。（3）对护理

人员工作质量进行考核，包括理论考核、操作考核、日常工作状态

考核，成绩均为 0-100 分，分值高提示护理质量高。（4）以自制

问卷进行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85-100 分为非常满意，75-84 分为

满意，65-74 分为一般，＜65 分为不满意，满意度=（非常满意+

满意+一般）/总例数*100.00%。 

1.4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完成调查数据处理，用（ sx ± ）描述计

量资料，以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卡方检验，P

＜0.05 代表数据对比有差异性。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心电监护使用情况 

对照组阶段心电监护警报 20 例，血压报警值 33 例，心率报警

值 8 例，脉压报警值 1 例，观察组阶段心电监护警报 4 例，血压报

警值 10 例，心率报警值 2 例，以观察组阶段报警构成比较低（P＜

0.05）。 

2.2 比较两组心电监护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阶段发生记录信息丢失 3 例，电极脱落 6 例，院内感染

3 例，心电监护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4.00%，观察组阶段记录信

息丢失 1 例，电极脱落 1 例，心电监护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00%，

以观察组阶段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P＜0.05）。 

2.3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工作质量评分 

对照组护理人员理论考核成绩（89.45±3.18）分，实践操作考

核成绩（88.42±4.12）分，日常工作状态考核（83.62±5.16）分；

观察组护理人员理论考核成绩（95.26±3.05）分，实践操作考核成

绩（93.52±3.18）分，日常工作状态考核（92.52±2.58）分，两组

间对比有差异性（P＜0.05）。 

2.4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 

对照组阶段，护理满意度调查中 9 例患者为不满意，护理总满

意度为 82.00%，观察组阶段，2 例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不满意，护

理总满意度为 96.00%，两组对比有差异性（P＜0.05）。 

3 讨论 

医院心内科患者治疗护理工作中，心电监护仪为应用较为频繁

的医疗设备。心电监护仪的作用在于监测患者血压、心电图、血氧

饱和度等，可辅助评估患者病情并指导治疗。在心电监护仪广泛应

用下，若认为操作不当可能出现某些故障，如无法读数、血压测定

结果异常等。为此，对于心电监护的规范化使用至关重要，也是科

室护理人员的重要管理方向之一。 

本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持续质量改进的护理管理，对于强化心电

监护使用规范化的作用。通过与常规护理的对比观察发现，对照组

阶段心电监护警报 20 例，血压报警值 33 例，心率报警值 8 例，脉

压报警值 1 例，观察组阶段心电监护警报 4 例，血压报警值 10 例，

心率报警值 2 例，以观察组阶段报警构成比较低。此结果提示，基

于品管圈的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有助于减少心电监护报警。护理持续

改进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同时讨论异常报警相关因素，通

过预先防控，同时加强心电监护管理，可预防异常报警。心电监护

不当存在引发不良事件可能性。如本研究中，对照组阶段发生记录

信息丢失 3 例，电极脱落 6 例，院内感染 3 例，心电监护相关不良

事件发生率为 24.00%，观察组阶段记录信息丢失 1 例，电极脱落 1

例，心电监护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00%，以观察组阶段不良事

件发生率较低。品管圈用于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管理中，对护理人员、

仪器等心电监护不良事件影响因素分许，总结应对措施，从而提升

心电监护质量，对于预防相关不良事件具有积极作用。 

在护理人员工作质量方面评估中，对照组护理人员理论考核成

绩（89.45±3.18）分，实践操作考核成绩（88.42±4.12）分，日常

工作状态考核（83.62±5.16）分；观察组护理人员理论考核成绩

（95.26±3.05）分，实践操作考核成绩（93.52±3.18）分，日常工

作状态考核（92.52±2.58）分，两组间对比有差异性。护理持续改

进中重视对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促使其不断掌握更多心电监护相

关专业技能，在日常工作中确保规划使用心电监护。在护理管理中

制定心电监护规范化使用方法、相关质量管理制度等，要求护理人

员依据规范完成各项工作。同时护理人员也会学习到更多心电监护

正常运行评估、常规检查与保养措施等，促使其理论能力与实践技

能均得以提升。品管圈活动是从下到上的团队合作式管理活动，小

组活动可将护理工作从原有被动转变为主动，有助于激发护理人员

参与工作积极性，主动参与护理质量管理、心电监护规范化使用中。

在专业培训中还进行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风险防控意识培训，确

保所有护理人员参与心电监护风险分析及管理，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及护理质量。另外，在患者主观评价方向进行分析，对照组阶段，

护理满意度调查中 9 例患者为不满意，护理总满意度为 82.00%，

观察组阶段，2 例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不满意，护理总满意度为

96.00%，两组对比有差异性。品管圈活动的开展除实现护理质量提

升之外，还可促进护理人员机体荣誉感的提升，促使其养成良好工

作习惯及正确的工作态度。品管圈活动初期主要用于改进企业管理

质量，后期引入到医院中辅助进行护理质量的改进，是现代临床护

理管理常用手段。品管圈活动中群体文化可发挥优化医院形象、改

进护理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等作用。患者进行护理满意度评估中，

主要依据护理专业度、护理效果、护理人员态度、护理内容全面性

等进行。依据品管圈活动进行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管理，基于保障心

电监护使用规范化、强化护理质量等，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患者护

理满意度评价。 

综上所述，采用品管圈进行护理持续改进管理，有助于提升心

内科护理人员心电监护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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