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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康复医学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刘  娟

聊城市中医医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目的  分析持续质量改进在康复医学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作用。方法  择选 2019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作为研究对象，将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作为实验组，将 2020 年 3 月 —

2021年 2月作为对照组，对照组使用康复医学科传统护理方法，实验组使用持续质量改进护理方法，

对两组的护理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实验组基础护理、药品安全管理、仪器管理、患者疾病认知、护

理技能、优质服务质量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护患关系融洽度、患者满意度、护

士对患者知晓度、患者对护士熟知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持续质量改进应用在康复

医学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可以显著提高康复医学科的护理质量，提高各项指标的评分，具有临床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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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在进行康复训练时，对护

理质量的要求也提高，因此需要不断提高护理质

量来满足患者需求。康复医学科是用以消除和减

轻人的功能障碍，弥补和重建人的功能缺失，致力

于改善和提高患者各方面功能的医学学科。患者

在经过治疗之后，需要进行康复护理，在医学康复

科进行身体功能的恢复锻炼，这就需要给予患者

有效且优质的护理服务。持续质量改进是临床上

一种使用非常广泛的新型管理理念，其是在质量

控制和质量保证的基础上衍生而来［1］。持续质量

改进更加注重管理的持续性和全程性，在保证全

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上，对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也

更加重视，致力于提高护理质量［2-3］。持续质量

改进包括过程改进、持续性改进和预防性改进，在

问题出现前进行质量控制的预防，才能够从根本

上提高质量。本文分析持续质量改进在康复医学

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择选 2019 年 2 月—2021 年 2 月

作为研究对象，将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作

为实验组，将 2020 年 3 月—2021 年 2 月作为对

照组。科室中共有 25 名工作人员，其中副主任护

师 1 名，主管护师 3 名，护师 19 名，实习护师 2

名。工作人员的年龄在 23 ～ 42 岁，年龄均值为

（30.59±7.62）岁，均为女性。成立质控小组，对

实验过程中所有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便于后

期工作的开展和管理。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康复医学科传统护理

方法，实验组使用持续质量改护理方法。通过对

传统护理方法的分析发现，其存在一定的不足，

思想比较落后，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不高，对健

康宣教工作没有加强重视，使得整个护理环节控

制效果不佳［4］。在实施持续质量改进的护理时，

需要从根本出发，要确定好指导思想，改变护理

观念，加强对患者心理、生理以及文化等多方面

的评估，维系良好的护患关系。按照医护人员资

质和经验的不同，对其进行恰当的调整，使用一

对一的带教模式，不断提高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整

体技术，可以更好的处理在治疗或者护理中出现

的问题［5］。根据患者疾病的不同，要给予患者

正确的健康宣教，让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知识进

行全面的了解，使患者在治疗中可以积极的配合

治疗，减少护患冲突。持续质量改进护理中的成

员，要根据培训的方法，合理控制好每个环节，

不断提高护理质量，针对在护理中出现问题进行

及时的总结和改进，全面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1.3  观察指标  使用医院自制的评分系统

对两组的各项康复医学科护理质量管理指标（基

础护理、药品安全管理、仪器管理、患者疾病

认知、护理技能、优质服务质量）和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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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关系融洽度、患者满意度、护士对患者知

晓度、患者对护士熟知度）进行对比，得分在

1 ～ 100 分，分数越高说明临床护理效果更好。

1.4  统 计 学 方 法  本 次 研 究 采 用 的 是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均数 ± 标准差表示，

当 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比较两组康复医学科各项护理质量管理

指标  实验组基础护理、药品安全管理、仪

器管理、患者疾病认知、护理技能、优质服务

质量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护患关系评分  实验组护患关

系融洽度、患者满意度、护士对患者知晓度、患

者对护士熟知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5），详见表 2。

3  讨  论

康复医学科在使用传统的护理方法时，存在

一定的不足，其指导思想存在落后的现象，不注

重人文关怀，只把关注点放在患者的康复方面，

忽视患者内心的需求［6］。医护人员护理技术相对

较低，在护理中会有实习生和经验较少的护理人

员，其护理水平不高，并且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培

训，护理人员护理技能有待提高，使得临床的护理

质量有一定程度上的降低，导致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较低［7-8］。传统的护理方法没有看到健康宣教

的重要性，没有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患者对疾病

知识和疾病的治疗以及护理等没有全面的了解，

在护理的过程中需要有些工作需要患者进行配合

完成，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有利于提高依从性。

传统的护理方法缺乏对各环节的有效控制，临床

上往往存在着应付检查的管理模式，使得护理工

作没有办法落到实处［9］。

持续质量改进在临床中是使用较多的一种新

型管理理念，其可以从管理方面开始，逐渐提高管

理的整体质量水平。持续质量改进康复学科护理

质量管理需要明确指导思想，对患者状况进行全

方面的评估，不断提高友好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满

意度；加强对护理技能的培训，提高自身医护能

力；了解健康宣教的重要性，可以让患者更多的

了解疾病，提高治疗的依从性；质控小组在进行

护理的期间，要对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控制，不

断提高临床护理效果［10］。在护理期间，患者享有

监督自己的医疗和护理权益实现的权利。在护理

中想要做到以患者为中心，防止出现护理纠纷，

加强对医护人员的行为规范的培训是非常关键的
［11］。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使用法律法规以及相

关制度规范各项护理活动后，护理人员能够熟练

的掌握各项护理规范和标准，逐渐的转变原有的

护理观念，将患者作为中心，主动去服务患者，减

少医护纠纷。另外，这样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护

理技能，减少护理差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护理质量［12］。

本次研究中，实验组基础护理、药品安全管

理、仪器管理、患者疾病认知、护理技能、优质

服务质量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护患关系融洽度、患者满意度、护士对患

者知晓度、患者对护士熟知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从结果可以看出，康复医学科应用持

续质量改进方法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增强护理人

员对各项护理流程和护理规范以及标准的认识，

表 1 比较两组康复医学科各项护理质量管理指标（ sx ± ）

  评价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基础护理      83.35±2.28      95.47±2.09        19.593        <0.05
 药品安全管理     79.41±3.15      94.20±3.06        16.839        <0.05
  仪器管理      86.63±2.44      95.12±2.57        11.979        <0.05
 患者疾病认知     78.59±2.70      91.05±3.26        14.718        <0.05
  护理技能      80.98±3.14      92.53±3.55        12.185        <0.05
 优质服务质量     83.45±3.55      92.80±3.44         9.457         <0.05 

表 2 比较两组护患关系评分（ sx ± ）

   评价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护患关系融洽度      85.31±4.63       96.52±3.65        9.507       <0.05
   患者满意度       84.25±5.14       98.59±1.39        13.466        <0.05
 护士对患者知晓度      94.66±3.52       99.17±1.25        6.037       <0.05
 患者对护士熟知度      95.67±4.48       99.34±1.14        3.96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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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自身的护理技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另

外，护患关系、患者满意度、护士对患者知晓度、

患者对护士熟知度评分也得到了提高，使得护理

进展更加顺利，患者也会有更高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持续质量改进应用在康复医学科

护理质量管理中，可以显著提高康复医学科的护

理质量，提高各项指标的评分，具有临床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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