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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耳鼻喉科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措施的效果分析 

袁莉红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耳鼻喉科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研究对耳鼻喉科护理质量控制及安全管理措施进行优化后所产生的效果。方法：研究样本选取本院耳鼻喉科住院患者，共计 70 例，收

治入院的时间均在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分组对患者开展研究，组别设置为研究组、对照组，两组纳入相同数量的患者。对照组接受常规护

理安全管理措施下的护理服务，研究组接受优化后的护理质量控制及安全管理措施下的护理服务，评估两组患者所接受的护理服务的质量，统计两

组中出现的护理不良事件。结果：护理质量的评价采用患者打分的方式，研究组对所接受的护理服务各方面的评分均较对照组高，两组各项数据对

比均符合 P<0.05 的标准，判断为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研究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较对照组低，经对比，数据差异符合 P<0.05 的标准，在统

计学上有意义。结论：优化耳鼻喉科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护理工作质量，减少各种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维护患者健康和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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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是医院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室，该科所收治的患者疾病种类

较多，耳部、鼻部、喉部疾病都属于该科室诊治的范畴。由于患者症状

表现复杂多样，该科室的医疗工作难度较大[1]。加之患者需求较多，对

医护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患者所需要的不仅是得到有效的

诊治，还希望在诊治过程中有比较良好的体验，享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耳鼻喉科护理工作的质量把控和管理，不断优化护

理服务，提升服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现特针对耳鼻喉科护理质量控制

与安全管理措施进行探讨，并分析其所带来的实际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本院耳鼻喉科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住院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方式将所选患者平均分配到研究组和对照组

中。研究组有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 21-72 岁，平均（45.64±2.58）

岁；对照组有男 20 例，女 15 例，年龄 23-73 岁，平均（45.74±2.36）

岁。将两组上述资料录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呈现为 P>0.05，

提示差异无意义，可进一步开展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安全管理措施下的护理服务；研究组接受优化

后的护理质量控制及安全管理措施下的护理服务，护理质量控制及安全

管理措施优化方案如下：（1）成立护理质量控制及安全管理小组。对小

组成员开展培训，学习先进的护理管理理念和方法，指导护理工作的规

范开展；在平常的工作中，加强对科室内护理人员的监督和检查，看其

是否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开展护理工作以及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是否达标；

对新入院的护士做好培训和引导，不断提升他们的操作技能，确保其将

护理工作做到位。（2）建立与完善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制度，保证

护理工作有章可循，从而更有效地开展[2]；还要针对护理过程中可能发

生的不良事件建立规范的处理制度，将其与护理人员的业绩直接挂钩，

激励护理人员不断改进工作，为患者提供更细致周到的服务；此外，还

要制定详细的护理质量控制要求和不良事件防范策略等，促使护理工作

质量得到提升，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得以降低。（3）加强对科室护理人员

的安全知识培训，特别是解剖知识，该项操作风险性较大，需要着重对

护理人员进行相应的知识讲解和技能训练指导；此外，还要就比较容易

出现的风险事件处理措施进行培训，使护理人员在相关风险事件发生时

能够做到及时冷静处理。（4）科室定期开展研讨会，针对出现的风险事

件进行分析，并通过讨论形成有效的处理对策，建立完善的风险事件处

理流程。 

1.3 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涉及病房管理、护理操作、安全管理三个方面，

由患者进行打分，满分 100 分，最终评分越高，代表护理质量越好。（2）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其中护理质量评分为计量资料，表

示为（ x ±s）的形式，检验采用 t 值；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为计数

资料，表示为（n）或（%）的形式，接受χ2 检验，P<0.05 代表数据对

比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研究组对所接受的护理服务各方面的评分均较对照组高（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病房管理 护理操作 安全管理 

研究组 35 92.58±2.13 93.69±2.47 92.55±2.32 

对照组 35 73.66±2.46 75.57±2.19 72.26±2.38 

P  <0.05 <0.05 <0.05 

2.2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对较低，为 2.86%，对照组为 20.00%，

两组数据经统计软件分析符合 P<0.05 的标准，提示差异在统计学上有

意义。 

3 讨论 

现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升，也因此对自身健康的

关注和投入不断增加。医院各科室护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难度日益加

大。耳鼻喉科由于涉及的疾病范畴比较广，患者病情复杂多样，治疗和

护理工作的难度更大。患者不仅要求疾病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对于治疗

期间的护理服务期望值也较高。这就迫切需要耳鼻喉科对常规的护理服

务做出改进，采取有效的护理管理措施，不断提升护理质量。本次研究

中提及的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措施从多个方面落实对护理工作的

管理，相比于常规的护理管理有更为明显的优势，能够切实发挥管理实

效。通过数据对比发现，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措施下，护理服务的

质量更高，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低。 

综上，优化耳鼻喉科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护

理工作质量，减少各种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维护患者健康和安全。 

参考文献： 

[1]陈聪儿.耳鼻喉科护理的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J].中医药管理杂

志,2019,27(06):164-165. 

[2]何正香.护理安全管理的新措施在耳鼻喉科管理中的成效分析[J].

饮食保健,2020,7(13):12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