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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nursing safety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the nursing in 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 Methods: 
Totally 230 patients in vascular surger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Assessment the risk factors of disease for each patient , 11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hift nurses nurse by traditional method; 115 
cas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ho were given quality control circle to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the adverse event and 
compliance,satisfaction to nurses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omplications (6%)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5.5%).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es' job (97.4%)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7%).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safety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in 
vascular surgery nursing,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omplication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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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护理安全品管圈在血管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本科住院

患者 230 例并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对每位患者进行疾病危险因素评估，对照组 115 例，各交接班护士采用传统护理方法；实

验组 115 例，对患者实施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提高护理质量，比较两组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

意度、患者住院天数。结果  实验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的发生率（6%）均低于对照组（15.5%）；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

（97.4%）高于对照组（87%），住院天数较对照组也大大缩短。结论  在血管外科护理中实施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有效

的降低了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护理质量，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关键词】 品管圈；护理安全；血管外科 

品管圈即质量控制圈，是一种持续性地改善质量管理的组织形式
[1]
。品管圈本着自发精神，运用各种

改善手法，启发个人潜能，通过团队力量，结合群众智慧，群策群力，持续从事各种问题的改善而使每一

成员有参与感、满足感、成就感并体验到工作的意义和目的
[2]
。血管外科是一个专科性较强的科室，诸多

血管疾病伴随着突发、猝死的风险，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也较高，为了全面提高血管外科的护理质量及管理

质量，自 2016 年 1 月起，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在本科全面推行，大力强调护理安全管理，取得满意效果，

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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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本科住院的患者 230 例，年龄 24～86 岁，平均年龄 55.2
岁，65 岁以上患者 75 例。腹主动脉瘤 15 例，主动脉夹层 18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44 例，急性栓塞 7
例，下肢静脉曲张 91 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55 例，手术患者 169 例。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 115
例，各交接班护士采用传统护理方法；实验组 115 例，对患者实施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两组性别、年龄

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本组所有患者实行血管外科常规护理，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包括非手术患者常规护理，

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常规护理，遵守各项原则，非预见性的实施常规护理。 

1.2.2 实验组  采用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加强护理安全管理。 

1.2.2.1 建立血管外科护理安全品管圈  圈名：“放心圈”，由科室 8 名护士和 2 名医生组成，全员以民主

方式决定圈名、圈徽；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圈长、辅导员、圈会会议记录员。活动主题为“提高血管外科

护理安全管理”，活动时间为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1.2.2.2 现状调查及分析  包括圈长在内的 10 位成员积极发言，运用头脑风暴法，以提问-解答方式针对于

血管外科现存不安全因素进行讨论，每次圈会后成员通过与医生交流、查阅相关文献，在下次圈会中提出

新观点；血管外科主要不安全因素有：腹主动脉瘤及主动脉夹层破裂、肺栓塞、抗凝治疗后出血、跌倒坠

床、压疮。 

1.2.2.3 拟定对策及实施对策  圈内成员运用鱼骨图分析法对如何提高血管外科护理安全管理拟定出详细

对策，并制定圈员工作流程表，使每位圈员的工作更加细致化、具体化。实施对策要遵循患者实际情况，

两周一次圈会，阶段总结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和发现改善的方法，圈成员集体绘制板报形式的警示牌张贴到

各个病房门和走廊墙壁上，目的是给予患者及家属多一份安全警示。实施对策如下：（1）提升患者对护士

信任度，入院后，护士讲解的入院宣教尤为重要，不仅是单纯告知患者病房规章，同时也是从心理上将患

者引导入新的环境，是提升患者对护士信任度的机会。（2）提高患者对疾病认知度，责任护士从患者入院

起，给予患者普及疾病相关知识，做到让每位患者都了解自己所患疾病。（3）病情关注，①腹主动脉瘤和

主动脉夹层患者，要警惕瘤体破裂，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必要时遵医嘱给予乌拉地尔或硝普钠持续泵

入，严格要求患者绝对卧床休息，指导患者饮食方面宜半流质或软质饮食，给予患者讲解此病注意事项，

避免剧烈活动、用力排便，每日询问患者排便情况，如有便秘通知医生遵医嘱给予使用灌肠剂；②预防肺

栓塞，对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严格要求其卧床休息，勿揉搓、按摩、热敷患肢，协助患者练习床上大

小便，以免血栓脱落发生肺栓塞，如发现患者呼吸困难、胸闷等症状立即通知医生做好抢救准备；③预防

抗凝治疗后出血，抗凝治疗是目前治疗和预防深静脉血栓的最基本治疗方法，抗凝治疗有利于血栓的自体

溶解，并不能溶解已经形成的血栓，但可以阻止血栓的繁衍和滋长，促使血栓形成的静脉管腔迅速再通。

临床常见抗凝治疗后出血现象有牙龈出血、鼻出血、眼球充血、女性月经持续不停、创口敷料持续渗血、

腹壁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钠后皮下大面积淤血等
[3]
，责任护士要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上述出血倾向，一

旦发现立即通知医生，配合医生停药或其他处置。④防止跌倒坠床发生，开展一对一宣教提高家属陪护质

量，实验组患者中年纪超过 65 岁的患者及卧床患者夜间使用床挡，并给予其家属讲解陪护重点注意事项，

从根源上避免跌倒坠床事件的发生。⑤防止压疮发生，本组患者发生压疮高危因素有偏瘫、患肢肿胀、患

肢缺血、体型消瘦活动不便的年长者、糖尿病患者及严格要求卧床患者，给予使用气圈、电动气床垫、协

助患者家属给予更换潮湿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勤协助患者翻身、按摩受压部位，纠正气圈位置及卧位，

保持患者床单位的清洁干燥，糖尿病患者要定期监测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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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观察指标  采用自行设计的不良事件统计表和患者满意调查表。 

1.3.1 统计比较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包括瘤体破裂、肺栓塞、抗凝治疗后出血、跌倒坠床、压疮，见

表 1。 

1.3.2 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  患者出院时发放问卷，内容共 20 项，其中入院宣教 3 项，护理操作 5 项，医

患护患沟通方面 4 项，护士长管理 3 项，安全警示方面 5 项，每项标准按“非常好”、“好”、“不好”

打分，采用不记名式，非常满意（80～100 分），满意（60～79 分），不满意（0～59 分），见表 2。 

1.4 统计分析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本实验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和患

者满意度比较，均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见表1。研究统计显示，护理安全管理品管圈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2例，

肺栓塞 3 例，抗凝治疗后出血 2 例，跌倒坠床 0 例，压疮 0 例，明显少于对照组发生动脉瘤破裂 4 例，肺

栓塞 7 例，抗凝治疗后出血 5 例，跌倒坠床 0 例，压疮 2 例。 

表 1 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瘤体破裂 肺栓塞 抗凝后出血 跌倒坠床 压疮 
实验组 115 2(1.7)* 3(2.6)* 2(1.7)* 0 0* 
对照组 115 4(3.4) 7(6.1) 5(4.3) 0 2(1.7) 
χ2 5.146 
P 0.021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见表 2。调差统计显示，护理安全管理品管圈患者的非常满意度为 67.8%，满意

度为 29.6%，不满意度为 2.6%，总满意率为 97.4%，对照组患者的非常满意度为 78.3%，满意度为 8.7%，

不满意度为 13.0%，总满意率为 87.0%，两组相比较差异明显(P<0.05)。 

表 2 患者满意度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实验组 115 78(67.8)* 34(29.6)* 3(2.6)* 112(97.4) 
对照组 115 90(78.3) 10(8.7) 15(13.0) 110(87.0) 
χ2 5.146 
P 0.021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通过在血管外科病房开展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收获了以下几点：（1）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有助于激

发护士对疾病的预见性，提高护士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了护理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和解决工作中

遇见问题的能力，突破了护理中原有的旧模式束缚，摒弃了以往护士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 ，从群体研讨-
群体决策-群体实施，这其中都展现了护士在医、患、护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不仅能够提高护士的个人能力，

同时也提升了护理团队的工作兴趣。（2）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使患者的安全得到了更多的保障，降低了患

者因疾病危险因素导致的生命危险及创伤，也使患者感受到医院的人性化，提高患者满意度，促进患者早

日康复。（3）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也使护理管理者不断更新思维和理念，制定新措施，减少了护理差错的

发生和医患纠纷，使病房管理更加完善，符合护理质量安全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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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品管圈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其在临床医学工作中的应用有待于广大医护工作者积极运用与深入

研究。本实验在血管外科护理中实施护理安全品管圈活动，有效的降低了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和并发症

的发生率，提高了护理质量，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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