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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讨论持续质量改进在妇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将本院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100 例妇科患者分为
对照组（常规护理风险管理）与研究组（持续质量改进护理风险管理）各 50 例，观察指标：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护理满意度。结果：研究
组各项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的 9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P＜0.05。结论：持续质量改
进在妇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可持续性优化临床风险管理质量，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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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为妇产科分支专业，其收治患者多为患有生殖系统疾病的

群体，此类患者存在心理压力大以及风险事件发生机率高的特点，
由于该科室护理工作存在很多的风险因素，若未能及时予以规避，
将容易诱发风险事故，增加护患纠纷发生机率。护理风险管理是指
通过对护理潜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及防治的方式来进行疾病治
疗，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在该项管理工作中应用持续质量改进措
施将显著提高管理质量，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1]。基于此，本
次研究对在妇科护理风险管理中应用持续质量改进后的价值进行
了统计学研究分析，如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100 例妇科患者分为

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50 例。已剔除精神障碍或交流沟通障碍、护理
不配合、病情危重或不稳定患者、合并其它除妇科外严重性疾病。
两组基本信息较为均衡，符合对比条件：对照组中年龄范围为 20-60
岁，均值为（45.4±3.1）岁；研究组中年龄范围为 20-60 岁，均值
为（45.7±3.2）岁。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风险管理，即遵医嘱或妇科风险管理制度

进行风险管理。研究组在护理风险管理中实施持续性质量改进：（1）
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由护士长、责任护理人员及相关护理人员
共同组成此小组，以实现对妇科风险的有效管理。（2）问题总结：
讨论分析既往临床上存在的妇科护理风险，包括有患者跌倒、排班
不合理以及查对制度落实情况差等问题。（3）结合护理风险问题，
制定防范管理措施：①合理排班：排班不仅应保障护理人员正常上
班，且还需加强夜班护理力度，实施二线护理，在护理高峰期时可
适当的增加排班人数，每日设有 1 名机动人员，以应对突发情况。
严格实施交接班制度，并对此制度内容进行规范，以保障口头、书
面及床旁交接班到位，并实行责任到人制。②评估患者潜在风险：
例如药物过敏、跌倒等，结合评估结果制作警示标语，并将其贴于
床头。注重对高龄、神智不清及手术患者的关注及护理，保障患者
24h 有人陪护。加强病房环境管理，保持地面干净干燥性，及时将
积水清除干净，予以防滑鞋等，在洗手间内设置有扶手栏杆，并加
强对此类患者及家属的而风险教育，以提高其风险意识及遵医行
为。③加强护理人员法律意识：应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法律培训，
并以案例讲解的方式去解决护理纠纷事件，以在工作中积极用法律
知识保护自身权益。④优化查对制度：严格遵循查对制度，护理人
员之间可相互监督各项规章制度落实情况，采取双人核对措施。⑤
强化护理人员心理干预：护理人员每日所需应对的工作任务量较为
繁重，致使其精神状态较差，为此，应及时了解其心理情况，并予
以针对性处理，努力营造和谐的护患氛围。（4）质量持续改进：定
期对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操作，以不
断实现对护理质量的优化。 

1.3 观察指标 
（1）护理风险管理质量：包括有评估、防范及处理三方面，

每一项目满分为 100 分，分数大，风险管理质量好。（2）护理满意
度：出院时向患者发放无记名调查表，此表满分为 100 分，分数大，
护理满意度高。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用χ2 计算，计量资料用 t 计算，若 P＜0.05，即可判

定存在统计学差异。 
2.结果 
2.1 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比较 
研究组各项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n）风险评估质量 风险防范质量 风险处理质量 

对照组 50 85.35±1.92 86.98±2.83 84.37±3.68 
研究组 50 94.25±2.26 95.13±3.64 96.63±2.93 

t -- 21.221 12.499 18.429 
P -- 0.000 0.000 0.000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的 9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P＜0.05，

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n）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11 28 11 39（78.00） 
研究组 50 30 18 2 48（96.00） 

χ2 -- -- -- -- 7.161 
P -- -- -- -- 0.007 

3.讨论 
妇科护理工作专业性及技术性要求水平较高，实施护理风险管

理可优化护患关系，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机率。既往该科室护理风险
管理中所应用管理措施并不能满足于患者需求，且实施后效果不够
理想[2]。持续性质量改进可有效对妇科护理工作中潜在风险进行识
别，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以此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机率，提高风险
管理质量及护理满意度。该护理管理模式可集合护理人员智慧及力
量对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问题进行解决，并会形成持续化问
题改进的良性循环圈，使之有效提升护理质量。持续性质量改进具
体实施过程中先会以组间护理风险管理小组的方式来保障护理科
学性、组织性及规范性，将会对当前临床上已发生或潜在的问题进
行总结，而后结合风险问题制定相应防范策略，最后会以持续改进
流程不断的优化风险管理效果，及时发现及解决风险，以整体化提
升医院护理管理服务质量，此外，持续性改进护理风险问题的过程
也是护理人员专业素养及职业道德不断得以提升的过程，利于增强
其风险防范及处理能力，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3]。 

总结：持续质量改进在妇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可持续性优
化临床风险管理质量，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参考文献： 
[1] 芃刘耀 ,阮艳超,杨昕丽,等.探讨持续质量改进在妇科护理风

险管理中的应用效果[J].结直肠肛门外科,2020,26(S1):148-149. 
[2]向敏.持续质量改进在妇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中

国卫生产业,2018,15(9):38-39. 
[3]孟江平.持续质量改进对妇科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价值分析

[J].内蒙古医学杂志,2018,50(3):361-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