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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何颖枝 

（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广东东莞  523230）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在医院卫生管理中采用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效果。方法：以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未实施质量改进时，我院

的 25 名医务人员与随机选取的 100 例患者为对照组；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时，我院的 25 名医务人员与随机选取

的 100 例患者为观察组。对比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医务人员的管理质量评分与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同时管理期间观察组患者不

良事件总发生率更低，护理满意度更高，组间差异较大（P＜0.05）。结论：于医院卫生管理中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可以提升医院管理质量，

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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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作为一种拥有流动性强和人员密集的特殊公共场所，承担

着疾病诊治和康复等重要医疗工作的任务。然而，由于医院的特殊

特点，卫生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若是管理不善，很容易引发医院

感染和医疗纠纷等不良事件，从而影响到患者和家属对医院及医务

人员的信任和满意度[1]。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医院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医院卫生管

理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患者家属的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管理方

式。对于医院而言，持续质量改进是一种全程性、持续性的质量管

理模式，它能根据医院的发展目标和当前实际情况，对卫生管理模

式进行调整，从而不断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持续质量改

进，医院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和家属的需求，提供更安全、高效、

可靠的医疗服务，增强社会对医院的信任和满意度[2]。因此，将持

续质量改进作为医院管理的重要策略，是当下医疗卫生领域必不可

少的一项工作。本文将对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1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为研究周期，其间 25 名医务人

员无工作变动，其中男性员工 10 名，女性 15 名，年龄 22~53 岁，

平均年龄（35.56±3.23）岁；同时研究期间随机选取了 200 名患者，

男性 112 名，女性 88 名，年龄 20~71 岁，平均年龄（48.63±10.51）

岁。根据患者入院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包括卫生范围划分、卫生标准核实、

卫生责任落实以及常规检查考核等。 

1.2.2观察组实施持续质量改进管理。1.成立管理小组：医院应

该成立一个负责质量改进的专门小组，负责质量改进管理的组织与

协调工作。这个小组由各个科室的质量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和管理

人员组成，他们将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质量改进的数据和信

息，制定改进方案，并监督实施过程。2.分析问题：通过收集、整

理和分析医疗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医院可以确定存在的潜在

风险和改进的机会。这可以通过内部的质量审核、患者满意度调查

以及医疗纠纷案例分析等方式来实现。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确定改

进的重点和方向，并为后续的改进工作提供依据[3]。3.明确目标：医

院应该明确质量改进的目标，以确保质量改进工作的方向性和实际

效果。这些目标可以包括提高医疗态度和技术水平、减少医疗事故

和医疗纠纷、提高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目标的制定应该具有可行性

和量化性，便于后续的跟踪和评估。4.制定并实施计划：根据问题

分析和目标设定，医院管理小组可以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改进计划。

这个计划应该包括具体的改进措施、时间节点和责任人。计划的制

定需要充分考虑医院的资源和条件，确保改进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5.效果评估：医院应定期对质量改进的效果进行评估，这可以

通过定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患者满意度调查、对医疗纠纷的处理

情况等方式来实现。通过评估，可以了解到改进措施的效果和问题

的解决程度，为下一阶段的改进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4]。 

1.3 疗效观察 

（1）从服务能力、安全管理、卫生管理水平、细节化管理、

综合素质五方面评估医院管理质量，各项目满分 100 分。 

（2）统计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包括手卫生不

合格、跌倒、院内感染、投诉等。 

（3）自制员工满意度调查表，包括工作效果、服务态度、服

务及时性、服务效果、业绩评价 5 个方面，各项目满分 100 分。 

（4）自制者护理满意度调查表。满分100分，超过90分为“非

常满意”、70~90分为“一般满意”、低于70分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0.0 对研究数据进行计算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

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t 和 x2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员工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较大（P

＜0.05）。见表1。 

表1两组管理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人数 服务能力 安全管理 卫生管理水平 细节化管理 综合素质 

观察组 25 93.14±4.52 87.63±5.28 88.74±5.94 87.24±6.58 90.84±5.38 

对照组 25 84.72±5.51 78.65±5.09 80.41±5.36 80.32±5.40 82.96±5.89 

t - 6.412 6.321 5.968 5.234 5.748 

p - ＜0.05 ＜0.05 ＜0.05 ＜0.05 ＜0.05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较大（P

＜0.05）。见表2。 

表2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手卫生不 滑倒 院内感染 投诉 总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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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观察组 100 2(2.00%) 0(0.00%) 2(2.00%) 1(1.00%) 5(5.00%) 

对照组 100 5(6.00%) 4(4.00%) 7（7.00%）4（4.00%）20（20.00%） 

X2 -     4.528 

p -     ＜0.05 

观察组员工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较大（P＜0.05）。

见表3。 

表3两组员工满意度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人数 工作效果 服务态度 服务及时性 服务效果 业绩评价 

观察组 25 92.83±4.86 91.63±6.35 93.12±5.64 92.58±4.63 93.89±3.52 

对照组 25 81.95±4.65 86.02±5.87 83.98±4.81 83.12±5.20 86.36±4.59 

t - 8.635 4.023 6.854 7.984 7.415 

p - ＜0.05 ＜0.05 ＜0.05 ＜0.05 ＜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96.00%（96/100），非常满意62例，一般

满意34例，不满意4例；对照组为81.00%（81/100），非常满意38

例，一般满意43例，不满意19例。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x2=6.849，

P＜0.05）。 

3 讨论 

医院作为社会上重要的公共场所之一，每天都必须接待大量的

患者，并为各种类型的疾病（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提供诊疗服

务。由于医院内部人员构成复杂且流动性强，健康和非健康的人群

都有可能出现在医院中，这就容易导致院内交叉感染，给患者及其

家属的生命健康带来威胁[5]。这不仅会影响疾病的控制，增加治疗

的难度，还会导致家庭经济负担和医疗负担的增加，浪费医疗资源。

如果医院的卫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将对医院的声誉造成损害，降

低医院的公信力，甚至会对医疗救助服务的顺利开展带来不利影

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将限制医院的长远发展前景。因此，为了

保障医院的正常运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卫生安全管理。这包括加

强医院卫生设施的维护和改善，实施有效的清洁和消毒措施，加强

医护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建立健全的疫情防控机制等[6]。只有通过

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我们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提供一

个安全可靠的治疗环境，保障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在这个

过程中，医院管理层、医务人员以及患者和家属的共同努力是不可

或缺的。通过所有人的合力，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卫生安全意识

高、疾病控制能力强的医疗机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救助服务。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这意味着医院需要不断努力，不断改进和优化医疗流程和服务质

量，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和期望。只有通过不断审查和调整现有的流

程和服务，医院才能提供更加高效、更安全、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7]。 

在持续质量改进的过程中，医院可以采用各种策略和工具。例

如，医院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和监控系统来监测医疗流程中的问题和

瓶颈，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此外，医院还可以通过培训和教

育来增强员工的技能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执行和遵守相关的

标准和规程[8]。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与相关资料结合分析，可以发现

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可以带来多重应用效果，下面是其

中几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提高医院管理质量：通过持续质量改进，

医院可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运转效果。例如，通

过改进工作流程设计、减少冗余环节和优化资源分配，医院可以提

高医疗服务的准确性和效率，从而提升整体管理质量。第二，减少

患者住院期间不良发生率：持续质量改进可以帮助医院识别和纠正

潜在的医疗事故和错误，从而减少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通过收集和分析错误和事故的数据，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医院可以改善患者的安全性和护理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9]。

第三，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态度：持续质改进能够提供一个优质的医

疗环境，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体验和满意度。通过改进流程、供培

训和支持建立团队合作和沟通渠道等措施，医院可以提高医务人员

的工作效能和满意度，增他们对工作的切入和认同感。当医院实施

持续质量改进时，这些应用效果可以互相促进和加。例如，通过提

高管理质量和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医院可以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

满意度从而增强医院的整体竞争力和声誉。第四，医院可以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通过改进医疗流程和服务质量，医院能够更好地满足

患者的需求和期望，提供更好的医疗体验。此外，持续质量改进也

有助于与患者建立更好的关系增加患者的信任和忠诚度，为医院带

来长期的发展和成果[10]。 

综上所述，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具有显著效

果，可有效降低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概率，提高管理质量和

患者满意度。在医院卫生管理工作中，应重视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

以提高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切实保障患者和家属的权

益，促进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夏爱琼,杨静,孙科.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3,14(16):34-38. 

[2]林洋.探析持续质量改进在新时期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J].人人健康,2023(10):72-74. 

[3]刘涛,漆奋玉.分析持续质量改进在新时期医院卫生管理中的

应用效果[J].人人健康,2023(09):72-74. 

[4]周春巍,陈瑜.持续质量改进在新时期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研究[J].人人健康,2022(20):63-65. 

[5]张萍.持续质量改进在新时期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

察[C]//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能学习与创新研究工作委员会.2022

社会发展论坛（贵阳论坛）论文集（二）.2022社会发展论坛（贵阳

论坛）论文集（二），2022:18-20. 

[6]黄莉.持续质量改进在新时期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探

讨[J].人人健康,2022(13):63-65. 

[7]韩敏.持续质量改进在新时期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

察[J].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21,32(09):1103-1104. 

[8]赵翰卿.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探讨[J].

山西医药杂志,2021,50(14):2139-2141. 

[9]邢孔鸯.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

基层医学论坛,2021,25(13):1911-1912. 

[10]郭一强.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J].中

国继续医学教育,2021,13(01):8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