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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妇产科产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乔慧华

肥城市中医医院妇产科，山东 肥城 271600

【摘要】  目的  探讨精细化管理在妇产科产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

院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4 例产妇临床资料，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分为 A 组和 B 组。

对 A 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方案，对 B 组采用精细化管理方案，对比两组护理管理成效。结果  通过

对两组产妇研究期间的各项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相对于 A 组，B 组产妇研究期间出现的各种风险事件

数量更少，并且相比之下，B 组产妇对护理质量的评分也明显更高，且负性情绪评分也处于较低水平

（P ＜ 0.05）。结论  研究发现在现代医院众多科室中，妇产科的风险事件发生率往往较高，护理管

理工作的开展应当将风险控制和安全管理纳入到常规工作中，开展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安全

管理的质量，对于提高医疗质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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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不断深入和落实，

人们对于生育问题也愈发重视，妊娠和分娩作

为现代社会大多数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在

“优生”、“优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愈

发受到产妇的关注。基于此，人们对于产妇护理

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医院本身作为一

个复杂的公共场所，再加上妇产科收治的患者以

及开展的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相对

于其他的临床科室，妇产科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也

相对较高［1］。对此为了确保产妇在就医过程中的

安全性，尽可能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加强安全管

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

断深入，我科室在为产妇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

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及手段用于管理工作中，取得

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对此以下就将结合我院一

段时间内收治的部分产妇开展临床研究，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 资 料  将 74 例 产 妇 随 机 分 为

A 组 和 B 组，每 组 37 例。其 中 A 组 均 龄 为

（30.14±4.28）岁，孕周为（15.2-40±4.6）周；

B 组 均 龄 为（31.28±4.33）岁，孕 周 为（15.4-

40±4.7）周。将上述两组产妇包括经济情况在内

的研究一般资料收集分析后发现无显著差异，组

间资料对比提示分组结果符合随机性原则。纳入

标准：产妇及其家属悉知本研究目的、方法，明

确医疗工作中的难点所在，自愿接受相关研究；

产妇一般资料齐全，既往史明确可查；产妇精神

认知正常。排除标准：产妇不满足上述要求；产妇

存在可能影响研究正常开展的疾病因素；产妇配

合度低；因产妇及其家属主观因素研究被迫中断

或终止。

1.2  方法  在院期间对 A 组产妇采用常规护

理管理方案，护理人员需结合产妇各项检查结果

行护理诊断，并根据诊断结果提供环境管理、营

养指导等常规护理服务，满足产妇在院期间合理

的主客观诉求。对 B 组产妇采用精细化护理管理

方案，着重加强产房安全管理，根据以往经验做

好风险控制，在优化产妇就医体验的同时减少风

险事件的发生，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2.1  建立基于精细化管理的护理安全管

理小组  由科室和护理部牵头组建基于精细化管

理的护理安全管理小组，强化组织的作用，确保本

研究的顺利开展。在本研究中我院专门建立了以

分管院长为领导核心的护理质量与安全委员会，

主要实施包括护理部、大科和科室为一体的三级

质控管理体制。由科室主任和护士长根据精细化

管理开展所需的人员配置挑选护理人员，以卫生

部颁布的规章制度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健全以质控

为核心的安全管理体制。召开产房精细化管理专

项会议，根据卫生部以及市卫健委提出的护理质

量和安全管理部署制定任务［2］。根据以往的护理

管理经验以及我科室护理工作的特点 , 对人力资

源合理完备，探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典型问题，

采用鱼骨图和头脑风暴法对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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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措施。同时要求科室

定期开展阶段性护理质量安全管理会议，对工作

开展过程中频次多、危害大的问题进行罗列，对科

室护理质量安全指标检测结果进行通报，严格落

实整改任务，并由护士长负责跟踪监测整改效果
［3］。

1.2.2  加强护理培训  通过对妇产科临床

上报道的各类风险事件案例原因分析可以得知，

大多数事故的发生都与护理人员工作中的疏忽有

关，护理人员工作开展是否到位是影响护理管理

质量的重要因素。对此我科室深刻吸取经验和教

训，将护理培训作为产房精细化管理开展的重要

前提［4］。完善护理培训体系：一是理论培训，邀

请我院以及护理领域内的资深护理专家开展精细

化管理讲座和培训会议，要求参与研究的护理人

员务必参加。理论培训的内容主要涉及精细化管

理的概念界定及实施目的、产妇护理常见风险因

素及应对措施等。二是加强实践培训，安排我院

资历较高的护理人员负责实践培训以及到上级医

院进行专科培训，以其自身长期以来的经验储备

和学到知识开展教学，在实践中提高护理人员的

临场应变能力和护理服务水平。同时建立科学的

奖惩制度，将定期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将考核成

绩优秀的护理人员作为榜样模范进行培养，同时

给予对应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对考核成绩较差的

护理人员需要约谈并考虑给予补考机会，若补考

成绩依然不理想则需要进行替换并进行通报。

1.2.3  产房质量控制  护理工作，制度先

行，尤其是繁杂的产科护理工作往往需要严格完

善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在本次研究期

间，全面实施以护士长质控和科室质量控制为主

的双轨制质量控制模式，加强产房安全管理，优

化护理工作流程。其中基于护士长质控开展的精

细化管理主要包括对妇产科护理人员交接班的

管理、科室培训以及科室文件管理等［5］。明确责

任，并根据产妇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建立了

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分级报告单和产房分娩安全

核查表，基于科室质量控制的精细化管理需要每

月至少开展两次核查，将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相结

合，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缺陷问题需要及时排

查，并找到相关负责人员查明原因后通报，并根据

和记录问题处理效果。另外在产房中设置投诉和

反馈窗口，专门用于接待产妇及其家属的投诉和

意见，针对产妇的投诉，窗口需要真实完整记录，

并提交至相关环节和人员，查明问题后在 24h 向

产妇反馈问题原因及处理方案并立即进行处理。

1.2.4  开展温馨服务  处于孕期的产妇由

于身份上的快速转变，再加上怀孕对其生理和心

理上带来的不适，使得产妇的心理状况往往十分

脆弱。在针对产妇的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要切

实将温馨服务落实到日常工作中，重视产妇心理

活动的变化，尽可能掌握产妇的情绪变化动向。

基于可能因产妇自身因素导致的风险事件，护理

人员需要结合产妇的实际情况开展必要的宣教工

作，结合产妇各项检查结果向其讲解现阶段的健

康状况，针对产妇孕期出现的不适症状护理人员

需要耐心解释，并做好后续的营养指导和保健服

务［6］。针对情绪波动明显的产妇，护理人员需要

重视对其情绪引导，通过问题聚焦解决方案缓和

产妇的负面情绪，提高护理质量，同时减少产妇自

身因素导致的风险事件。

1.2.5  护理评价及持续改进  研究过程中

需要对 B 组中每一名产妇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

加强对临床个案信息的分析和跟踪，结合国内外

妇产科产房安全管理前沿资料对护理质量进行评

价，为后续的改进提供依据。精细化护理质量评

价的措施主要在于全程评价、重点评价，事前、

事中、事后评价与不定期评价相结合，注重环节质

量和终末质量的评价［7］。同时在研究期间还要求

科室定期对产妇在院期间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对

调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列入护

理管理持续改进计划。质量评价需由科室集体评

分，保证评价过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0.0 进

行数据处理，计量和技术资料经（x2）和（t）检

验，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由专门的医务人员记录并统

计两组产妇在院期间出现的各种风险事件并作为

后续安全管理质量评价的主要依据。其次由患者

满意度调查和科室集体打分对护理管理质量进行

量化分析，用于比对两组护理管理成效。另外采

用 SDS 和 SAS 量表对产妇的负性情绪进行量化分

析。

2  结  果

2.1  风险事件  通过对两组产妇研究期间的

观察可以发现两组产妇在院期间均未出现严重风

险事件，且顺利出院。但是通过对组间数据的对

比可以发现相对于 A 组，B 组产妇在院期间出现

的各类风险事件例数更少，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基

于精细化管理模式的产房护理安全管理的质量更

高。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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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产妇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分析（n，%）

组别 例数
管路脱

落
患者投

诉
文书书
写错误

操作遗
漏

发生率

A 组 37 3 2 2 1 8（21.62）

B 组 37 1 0 1 0 2（5.41）

x2 4.638

P ＜ 0.05

2.2  护理质量  护理质量评价是综合产妇在

院期间对护理工作的主观感受和科室集体评价得

出的结果，能够从产妇及科室层面反应护理管理

质量。通过各项数据的比对和分析可以发现，相

对于 A 组，针对 B 组产妇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处

于更高的水平。见表 2。

表 2    护理管理质量分析（ sx ± ）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

A 组 37 80.77±2.13

B 组 37 97.63±2.84

t 12.637

P ＜ 0.05

2.3  负性情绪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相对

于 A 组，B 组产妇负性情绪评分明显更低，证明

基于精细化管理的产房安全管理方案能够有效的

引导产妇情绪发展。见表 3。

表 3    两组产妇负性情绪评分分析（ sx ± ）

组别 例数 SDS 评分 SAS 评分

A 组 37 31.54±4.68 36.51±4.71

B 组 37 26.17±3.27 27.15±3.77

t 6.827 7.205

P ＜ 0.05 ＜ 0.05

3  讨  论

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不断深入和落实，人们

对于生育问题也愈发重视，妊娠和分娩作为现代

社会大多数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在“优

生”“优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愈发受

到产妇的关注。基于此，人们对于产妇护理质量

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医院本身作为一个复

杂的公共场所，再加上妇产科收治的患者以及开

展的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相对于其

他的临床科室，妇产科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也相对

较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

升，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逐步提高，但是由

于我国的医疗体系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现阶段的医疗服务市场依然存在较大的空缺有待

填补。现代社会众多的医疗服务需求中，产妇对

于产科服务的需求是极为必要不容忽视的，但是

由于当前不少公立医院都存在护理人员人手不足

等问题，限制了妇产科医疗质量的提升。基于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下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加强产科护理管理质量已经成为了科室乃至医院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8］。近年来临床方面开展

了大量围绕提高妇产科护理质量的研究，其中精

细化管理理念在临床方面和学界受到高度关注，

基于该理念以提升医务人员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

的核心，将其用于临床护理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引

导和规范护理工作。本研究中发现相对于常规护

理管理方案，基于精细化管理的妇产科产房护理

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地降低产妇在院期间各种风险

事件的发生，有助于提高护理工作的安全性。同

时通过对产妇的调查以及科室的评价结果综合分

析可以发现精细化护理管理工作的开展不仅有助

于提高产妇的满意度，还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对

自身工作的职业认同。通过对妇产科产房规章制

度的完善以及对护理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能够

在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同时减少由于科室因

素导致的风险事件。在针对产妇开展的各种医疗

服务中心，不仅应当重视不用产妇之间的客观差

异，同时还要保证护理质量的安全性，通过对精细

化管理的实施逐步填补护理工作的短板部分，加

强经验总结和成功案例的学习全面提高科室工作

质量。在为产妇的就医带来良好体验的同时也能

推动妇产科和医院的长远发展，提高其核心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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