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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improving the pass rate of 
primary care of orthopedics patients. Methods: From August 2017 to October 2017, 200 patients 
with primary care in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was used. From December 2017 to February 2018, 217 first-grade nursing 
patients admitted to orthopedics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ursing mode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y was adopted. The basic nursing qualification rate, 
patient satisfaction rate and nursing error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ass rate of basic nursing was increased from 39.5% to 93.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was 
increased from 70% to 96.8%, and the error rate of nursing was decreased from 10.5% to 3.2%.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bove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basic nursing, the supply tube circl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fied rate of basic nurs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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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品管圈在提高骨科一级护理患者基础护理合格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8月~2017
年10月骨科住院一级护理患者200例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2017年12月~2018年2月骨科住院一级

护理患者217例为观察组，采用品管圈活动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护理合格率、患者满意度和

护理差错率。结果：基础护理合格率由39.5%提高至93.5%，患者满意度由70%提高到96.8%，护理差

错率从10.5%下降到3.2%。以上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基础护理中应用品

管圈能有效提高基础护理合格率，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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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品管圈在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护理服务质量，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降

低不良事件发生率[1]。基础护理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护理质量直接影响着护理管理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夯实基础护理，提升服务水平是优质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优质护理服务中，如何

应用科学的质量管理工具持续提高基础护理质量尤为重要。本研究应用现代质量管理“品管圈”对基础

护理工作进行管理，有效提高了基础护理合格率，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减少了护理差错率，收效良好，

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1) 对照组纳入标准：性别比例与观察组相近，年龄选取在观察组年龄范围内，均为一级护理患者。

排除标准：护理级别下降，或护理资料不全不能进行比较的病例，以及中断治疗的不列入统计范围。 
2) 选取试用品管圈前 2017 年 8 月~2017 年 10 月本院骨科住院一级护理患者 200 例作为对照组；男

121 例，女 79 例，年龄 31~82 岁，平均年龄 58 岁。试用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住院一级护理患者

217 例作为观察组；男 118 例，女 99 例，年龄 30~81 岁，平均年龄 57.5 岁。 

2.2. 方法  

对照组施行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品管圈活动试用护理模式。 

2.2.1. 成立品管圈，选定主题 
按照品管圈方法，10 名护理人员自发组成品管圈，全体圈员就工作中困惑的问题或需改进的问题备

Open Access

 

DOI: 10.12677/ns.2018.76050 264 护理学 
 

https://doi.org/10.12677/ns.2018.7605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毛二桃 等 
 

选主题，从上级政策、迫切性、可行性、圈能力四个方面为原则，确定“提高一级护理患者基础护理合

格率”为本次活动主题。 

2.2.2. 现状调查 
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基础护理结果显示：基础护理合格率为 39.5%。发现基础护理合格率低的因素主

要有：1) 一短二洁(指甲短、口腔和头发清洁)不到位；2) 健康教育知晓率低；3) 为患者翻身后无翻身记

录。 

2.2.3. 对策实施 
1) 全体护士培训“基础护理质量标准”和口腔护理知识，学习基础护理服务项目和评价标准，以及

口腔护理适合人群，考核合格方可参与临床护理。2) 入院宣教改进，科室原有的入院宣教内容增加“入

院 24 小时内完成卫生处置”，责任护士做好告知，督促并落实。3) 科室制定“卫生处置日及工作规范”，

每周四下午集中为住院患者进行剪指甲、剃胡须、洗头护理服务；周五下午由责任组长对患者卫生情况

集中检查，检查结果与个人绩效挂钩。4) 制定宣教重点时段和宣教流程。宣教重点时段包括：入院日、

术前一日、手术日、术后三日、出院日、特殊检查治疗前后；宣教流程：(确认患者清醒，有家属在床旁)
责任护士携带宣教资料到床旁，不同时段作重点宣教，让患者和家属复述注意事项，现场做锻炼动作，

再次强调重点。责任护士在患者住院不同时段对重点内容作重点宣教，宣教时统一按宣教流程来执行。

5) 制作压疮专项宣教卡，内容包括：压疮的易发因素、好发部位及预防措施。每人床旁悬挂一张压疮宣

教卡，向患者及家属反复讲解相关知识，让患者及家属说出注意事项，并检查落实情况。6) 科室制定“手

术日患者口腔护理作业规范”，手术患者入手术室前漱口，术后 1~2 小时口腔护理一次，根据患者生活

自理能力及禁食水情况每日口腔护理 2~3 次，适时漱口，根据病情尽早进食饮水。7) 对我院“危重患者

风险评估及床头交接表”进行完善，做好翻身记录，包括翻身时间、卧位及翻身者。 

2.3. 评价方法 

参照我院全面质量管理控制方案(2011 年修订版)中一级护理质量标准基础护理部分(总分 40 分)，基

础护理分值 ≥ 36 分为基础护理合格，分别计算基础护理合格率以及患者满意度和护理差错率。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组间比较用 X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对照组基础护理合格率为 39.5% (79/200)，观察组基础护理合格率为 93.5% (203/217)，2 组基础护理

合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 41.460, P < 0.05)。患者满意度由 70% (140/200)提高到 96.8% (210/217)；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 55.324, P < 0.05)。随之护理差错率也由 10.5% (21/200)下降为 3.2% 
(7/217)；2 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X2 = 8.791, P < 0.05)。 

4. 讨论 

优质护理服务工作，基础护理是重点项目，在这项护理改革中，从患者需要的角度，迫切要求基础

护理质量有所提升[2]。品管圈活动的实践与改进，彰显了自身价值，锻炼了其综合能力，通过不断创新

与探索，促进了基础护理质量持续提高[3]。本研究通过品管圈活动，确定基础护理不合格的改善重点为：

指甲长、有污垢，口腔有异味；头发脏；患者对压疮风险认知不足；健康教育知晓率低；无翻身记录六

个方面。解决办法是在原有入院宣教基础上，责任护士 24 小时内协助患者完成剪指甲、口腔和头发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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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对卫生处置日重点督促和落实三短六洁，质控组长检查完成情况。将基础护理质量与绩效考核

管理相结合，将检查和考核结果作为护士个人和科室奖惩、评优的依据[4]。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护士应遵医嘱给予特殊口腔护理，一般每日 2~3 次。 
本研究发现：患者对压疮风险认知不足。骨科患者中，老年患者逐渐增多，常合并有其他疾病，同

时受年龄和文化程度影响，老年患者成为对压疮风险认知不足的主要群体，针对这一情况，制作了压疮

专项宣教卡和图册。通过专项宣教卡和图册使用，提高患者及家属的风险意识，同时，患者及家属参与

到风险管理中，有效预防不良事件发生。针对健康教育知晓率低的问题，制定了宣教重点时段和宣教流

程。患者住院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掌握的健康教育知识需不断更新，才能满足疾病及康复的需求。为

保证宣教效果，制定了宣教的重点时段，在不同时段作相关宣教，体现多种形式、强化宣教内容，患者

能够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完成相关康复计划，达到最大程度的康复，积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对于卧床

患者需协助翻身并记录的问题，将“危重病人护理风险评估、观察及床头交接表”进行了改进，内容包括

翻身时间、卧位及翻身者，并有交接双方签名。翻身记录的完善有利于护士的交接，可以更加科学的管

理患者，积极预防褥疮的发生，保证了重症患者的安全。基础护理质量由原来的 39.5%提高到 93.5%，伴

随之患者满意度从 70%提高到 96.8%，护理差错率也由 10.5%下降为 3.2% (P < 0.05)，充分显示了开展品

管圈活动的实际意义。 
在基础护理服务中开展品管圈活动，圈员们为达到同一目标集思广益，团结协作，自发参与度大大

提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集中学习基础护理相关知识，学习质量管理工具使用相关知识，使基础护理

合格率大大提高。在提高基础护理质量的基础上，不仅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同时护理差错率也明显下降。

团队间沟通协作能力增强，提高了护士主动学习能力，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提高了基础护理质量。因

此，品管圈活动在护理工作中医院管理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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