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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在老年精神科患者安全防护中的应用 

余黎波 

（江苏省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目的：对精神疾病老年患者实施品管圈活动干预的效果进行研究。方法：研究的时间段 2020.1-2022.1，研究内容：选出在该时间段

内在本院进行治疗的精神疾病老年患者 70 例。对以上患者实施随机抽样分组，35 例常规组行常规护理模式，品管圈活动干预运用于 35 例

研究组。本次研究的重点内容为 2 组发生危险事件情况及护理质量的对比分析。结果：研究组的护理质量高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发

生危险事件概率小于常规组，P<0.05。结论：精神疾病老年患者予以品管圈活动干预，不仅可以使其发生危险事件的情况减少，保证患者

的安全，而且可以使护理质量得到提升，获得更多患者及家属满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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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工作与生活压力也在不断

增加，致使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随之上升。由于我国人口呈现老龄化
发展趋势，精神疾病的老年患者不断增多。不仅给患者本人的身心
带来严重的影响，而且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一定的负担[1]。基于此，
把精神疾病老年患者的安全作为家属、临床及社会关注的重点。品
管圈属于一种科学的护理模式，不但可以提升护理质量，而且可以
减少患者发生危险事件的概率[2]。本文对精神疾病老年患者实施品
管圈活动干预的效果进行研究。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的时间段 2020.1-2022.1，研究内容：选出在该时间段内在

本院进行治疗的精神疾病老年患者 70 例。常规组 35 例女患者，年
龄范围 60 岁-80 岁，均值(70.05±1.08)岁；研究组 35 例女患者，年
龄范围 59 岁-88 岁，均值(70.08±1.10)岁。利用统计学软件对患者
性别占比、年龄均值等资料给予处理后得出，(P>0.05)。 

1.2 方法 
常规组行常规护理模式。具体：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一个舒适、

整洁的病房环境、给予合理的用药指导、加强对患者的日常巡视等。 
品管圈活动干预运用于研究组。内容：（1）加强对患者的安全

护理：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情绪波动明显，容易引发自残或者伤人事
件的发生，给患者和他人带来严重影响。为此，护理人员对其安全
护理要加强。比如：在底面铺防滑垫，防止患者滑到；设置床栏，
防止患者坠床；观察患者的饮食情况，告知其慢嚼慢咽，防止其发
生噎食现象。（2）加强护理人员对于品管圈的专业技能：定期对护
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进行培训学习，设置考核制度，合格后方
可上岗，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自身素质。并且护理人员要具备专业
的操作技能和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变和处理能力。全面掌握精神科护
理的知识，为患者提供科学、周到的护理服务，使精神科的护理质
量得到提升。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 70 例患者的护理质量（病房管理能力、服务态度、

技术水平），以及患者发生危险事件（噎食、跌倒、坠床）情况。 
1.4 统计学整理 
用 SPSS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计数数据、计量资料应用

（ sx ± ）、（n %）统计，用 t、X2 值检验所示。P＜0.05，统计有意
义。 

2.结果 
2.1 对 2 组的护理质量进行分析比较 
如表 1：研究组的护理质量高于常规组，P＜0.05。 

表 1：研究对比 2 组的护理质量（ sx ± ，分） 

组别 例数 病房管理能力 服务态度 技术水平 

研究组 35 22.95±2.25 23.80±2.78 23.76±4.30 

常规组 35 18.50±2.30 18.15±1.55 18.29±3.30 

t  8.1822 10.5017 5.9703 

P  0.0000 0.0000 0.0000 

2.2 对比分析 70 例患者发生危险事件情况 

如表 2：研究组发生危险事件概率小于常规组，P<0.05。 

表 2: 2 组发生危险事件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噎食 跌倒 坠床 总发生率 

研究组 35 0（0.00） 1（2.85） 0（0.00） 1（2.85%） 

常规组 35 2（5.71） 2（5.71） 2（5.71） 6（17.14%） 

X2     3.9683 

P     0.0463 

3.讨论 

有关报道显示，精神疾病老年患者在我国的发病率比较大，不

仅给患者的身心、正常生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而且给其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疾病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情感方面的刺激等。临床上并没有完全治愈该疾病的措施[3]。

只能通过科学、合理的护理服务，减少精神疾病发生危险事件的概

率，把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全作为临床工作的重点。精神疾病患者往

往情绪不稳定，容易起伏，患者的不良行为也存在不可预知、不能

理解等特点。为此，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就要加强，使护理质量得

到提升，使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全得到保障。这就要求精神科护理人

员要不断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面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等[4]。采取

品管圈活动，可以使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提升，把患者作为

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全面、周到的护理服务，使护理质量得到提

升，并且减少患者发生危险事件概率。本次研究得出，研究组的护

理质量高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发生危险事件概率小于常规组，

P<0.05。 

综上，精神疾病老年患者予以品管圈活动干预，不仅可以使其

发生危险事件的情况减少，保证患者的安全，而且可以使护理质量

得到提升，获得更多患者及家属满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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