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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

&g!

$在提高护士病情汇报能力的作用%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对病情汇报的掌握情况!探讨
&g!

实施前后护士对病情汇报的掌握情况

以及其对应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结果
!

实施
&g!

改进后!不同班次及不同层次护士对病情汇报掌握情况

的一般资料(病情总结(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的得分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

$#此外!不同班次及不同层次护士对应患者对健康教育掌握情况的饮食(休息和活动(药物知

识(门诊随访及注意事项的得分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在护士病情汇报中实施
&g!

的效果较好!不仅从总体和各项目提高了护士病情汇报能力!而且还提高了患者对健

康教育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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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

&g!

&是一种通过全面质量管理发展起来

更注重过程管理)环节质量控制的一种新的质量管理理论+

$

,

*

&g!

是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强调的是在提高产品质

量的同时#也应重视过程的持续改进*新形势下的护理工作模

式就是要求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供全程)全面)连续的护

理+

)#*

,

*这就要求护士不但要有较强的操作技能#还要有扎实

的基础知识#并且要有较高的理论结合临床实际的能力*病情

汇报就是指责任护士按护理程序将所分管床位的患者病情#及

时汇报给全科护理人员#可提高责任护士熟练应用护理程序的

能力#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更好地为患者做好健康教

育+

=#.

,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从
),$*

年
*

月
$

日起#

将
&g!

的方法应用于病情汇报工作中#取得满意的效果#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共有护士
),

名#均为女性#年龄
)$

'

==

岁#护龄
$

'

$%

年*按护士分层级

管理原则#本科护士的层级结构为!

Z,

级
=

名#

Z$

级
.

名#

Z)

级
.

名#

Z*

级
*

名#

Z=

级
$

名*除护士长和两名前台护士)

$

名门诊教育护士)

)

名责任组长不参与考评外#将剩下的
$=

名

护士等分为两个班#分别为白班$主要完成患者白天的工作&和

夜班$主要完成患者夜间工作&#根据层级结构各组包括
Z,

级

$

)

名&)

Z$

级$

*

名&和
Z)

级$

)

名&#分别分管床位
=

'

%

张*

责任护士对分管患者全面负责)包括患者的治疗护理)病情观

察)健康教育等*

$+/

!

&g!

管理方法
!

本科室于
),$*

年
*

月成立
&g!

小组#小

组成员为
),

名护理人员#其中护士长为项目负责人#统一管理

其他成员#实时分析参与考评的
$=

名护士病情汇报中存在问

题的原因#每小组由
)

名护理人员总结和归纳#并由
&g!

小组

制定相应的质量改进措施#同时采用护士对病情汇报的掌握情

况及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来评价
&g!

实施效果*

$+'

!

病情汇报的要求
!

严格按照护理程序的评估)护理诊断)

计划)实施)评价五个步骤进行*汇报的地点选择在患者床旁#

时间选择在晨交班或晚交班时#由护士长或责任组长随机从护

士分管的床位中随机抽取
$

名患者#首先由责任护士汇报患者

的病情#其他护士补充#责任组长和护士长进行评价)讨论#并

现场验证患者或家属对健康教育内容的掌握情况*

$+1

!

制订及实施质量改进措施
!

$

$

&加强对护士病情汇报能

力的培养#必要时进行强化训练#由经验丰富的护士来帮助较

年轻的护士#以0一帮一1的方式来促进护士培养#同时开展多

种活动来提升护士的病情汇报能力#如将病情汇报的程序做成

模板#组织全体护士学习病情汇报的方法*$

)

&制订完善的检

查方法和标准#针对一般资料)病情总结)护理问题)护理措施

及健康教育来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和标准*$

*

&加强各个班次的

轮换#将白班和夜班岗位每
*

个月轮换
$

次*$

=

&要求
Z)

级

以下的护士每月完成
)

个患者病情汇报的书面记录*要求责

任护士在每周一的晨交班会上#对危重患者向全体护士作病情

汇报*$

-

&指定
Z)

级以上的护士一对一指导
Z$

级以下护士*

$

.

&组织学习科室常见疾病的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常用药物的

作用原理)用法)不良反应等*$

1

&根据患者的身高)体质量)体

型)劳动强度等#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运动计划#向

患者详细讲解药物的作用)用法及不良反应等#并以书面的形

式告知患者#为患者发放出院随访卡#包括随访项目)随访时

间)药物的用法等*责任护士在患者出院
$

周内进行电话回

访#了解患者出院后的情况*

$+2

!

评价方法
!

采用护士对病情汇报的掌握情况及患者对健

康教育的掌握情况来评价
&g!

效果#其中护士对病情汇报的

掌握情况包括
-

项#分别为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总结)护理问

题)护理措施和健康教育#另一方面从患者对健康教育的相关

知识的掌握情况!包括饮食)休息和运动)药物知识)门诊随访

以及注意事项五方面进行评价*每项
)

分#总分分别为
$,

分*

分析各组总体及不同层次
&g!

前后的护士对病情汇报的掌握

情况总分及各项目得分率并计算变化情况#同时分析对应的患

者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的得分率及变化情况*得分率
<

该

项实际得分"该项最大得分
^$,,T

#变化率
<

改进后得分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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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前得分率*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4[44$5+,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实施
&g!

前后不同班次的护士病情汇报情况
!

实施

&g!

改进后#白班及夜班护士对病情汇报掌握情况的一般资

料)病情总结)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的得分率均高于

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改进前后的总体得分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不同班次实施
&g!

前后护士对病情汇报的掌握情况

项目

白班

改进前

$分&

改进后

$分&

提高率

$

T

&

夜班

改进前

$分&

改进后

$分&

提高率

$

T

&

一般资料
.=+)5 $,,+,, *-+1$ -1+$= 5)+%. *-+1)

病情总结
1$+=* $,,+,, )%+-1 )$+=* .=+)5 =)+%.

护理问题
.=+)5 1$+=* 1+$= *-+1$ 1$+=* *-+1)

护理措施
-,+,, -1+$= 1+$= )$+=* .=+)5 =)+%.

健康教育
1$+=* %-+1$ $=+)% -,+,, 1%+-1 )%+-1

总分
.=+)5 %)+%. $%+-1

"

*1+$= 1=+)5 *1+$-

"

!!

注!与改进前比较#

"

B

%

,+,-

*

/+/

!

实施
&g!

前后不同班次对应患者健康教育掌握情况
!

实施
&g!

改进后#白班及夜班护士对应患者对健康教育掌握

情况在饮食)休息和活动)药物知识)门诊随访及注意事项的得

分率均高于改进前%尽管改进前后白班总体得分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B

#

,+,-

&#但白班各项目的得分均有所提高#其总体

得分率提高
$=+%)T

%此外#夜班的总体得分率提高
*,+,,T

#

在改进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班次实施
&g!

前后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情况

项目

白班

改进前

$分&

改进后

$分&

提高率

$

T

&

夜班

改进前

$分&

改进后

$分&

提高率

$

T

&

饮食
1%+-1 5)+%. $=+)5 -,+,, 1$+=* )$+=*

休息和活动
1$+=* 5)+%. )$+=* *-+1$ -1+$= )$+=*

药物知识
=)+%. -1+$= $=+)% $=+)5 =)+%. )%+-1

门诊随访
-1+$= 1$+=* $=+)5 )$+=* .=+)5 =)+%.

注意事项
1$+=* 1%+-1 1+$= )%+-1 .=+)5 *-+1)

总分
.=+)5 1%+-1 $=+)% *,+,, .,+,, *,+,,

"

!!

注!与改进前比较#

"

B

%

,+,-

*

/+'

!

实施
&g!

前后不同层次的总体及各项目的得分率及变

化情况
!

实施
&g!

改进后#

Z)

)

Z$

及
Z,

级护士对病情汇报

掌握情况的一般资料)病情总结)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

育的得分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

Z)

)

Z$

及

Z,

级总分提高率分别为
1+-,T

)

*$+..T

和
=)+-,T

*见表
*

*

/+1

!

不同层次
&g!

前后总体及各项目的得分率及变化情

况
!

实施
&g!

改进后#

Z)

)

Z$

及
Z,

级护士对应患者对健康

教育掌握情况的饮食)休息和活动)药物知识)门诊随访及注意

事项的得分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

&%

Z)

)

Z$

及
Z,

级总分提高率分别为

),+,,T

)

),+,,T

和
)1+-,T

*见表
=

*

表
*

!

不同层次实施
&g!

前后总体及各项目的得分率及变化情况

项目
Z)

改进前$分& 改进后$分& 提高率$

T

&

Z$

改进前$分& 改进后$分& 提高率$

T

&

Z,

改进前 改进后 提高率

一般资料
-,+,, $,,+,, -,+,, 1-+,, 5$+.1 $.+.1 -,+,, $,,+,, -,+,,

病情总结
1-+,, %1+-, $)+-, =$+.1 1-+,, **+** )-+,, %1+-, .)+-,

护理问题
.1+-, 1-+,, 1+-, -,+,, %*+** **+** $)+-, -,+,, *1+-,

护理措施
-)+-, .)+-, $,+,, **+** ..+.1 **+*= $)+-, -,+,, *1+-,

健康教育
-1+-, 1-+,, $1+-, -%+** $,,+,, =$+.1 *1+-, .)+-, )-+,,

总分
1)+-, %,+,, 1+-, -$+.1 %*+**

*$+..

"

)1+-, 1,+,,

=)+-,

"

!!

注!与改进前比较#

"

B

%

,+,-

*

表
=

!

不同层次
&g!

前后总体及各项目的得分率及变化情况*

%

%

T

&+

项目
Z)

改进前$分&改进后$分&提高率$

T

&

Z$

改进前$分&改进后$分&提高率$

T

&

Z,

改进前$分&改进后$分&提高率$

T

&

饮食
.-+,, 1-+,, $,+,, 1-+,, 5$+.1 $.+.1 *1+-, 1-+,, *1+-,

休息和活动
1-+,, %1+-, $)+-, -,+,, ..+.1 $.+.1 *1+-, 1-+,, *1+-,

药物知识
*1+-, .)+-, )-+,, **+** -,+,, $.+.1 $)+-, *1+-, )-+,,

门诊随访
.)+-, %1+-, )-+,, **+** ..+.1 **+*= )-+,, -,+,, )-+,,

注意事项
-,+,, %1+-, *1+-, -%+** 1-+,, $.+.1 *1+-, -,+,, $)+-,

总分
.,+,, %,+,, ),+,,

"

-,+,, 1,+,, ),+,,

"

*,+,, -1+-, )1+-,

"

!!

注!与改进前比较#

"

B

%

,+,-

*

'

!

讨
!!

论

&g!

是管理学的常用方法#旨在原有基础上完善及改进总

体及各项目质量#最终达到不断改进的目的+

1#%

,

*

&g!

是一个

良性循环过程#目前该管理方法在护理学各个方面应用较为广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泛#研究发现在护理中应用
&g!

可在提升护理服务质量的同

时获得多方面益处#如提高护理工作效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并

改善护患关系+

5

,

*护理工作质量好坏在医疗质量评价上占较

大比重#由于护理涉及的知识多且杂#专业性也较强#故要求对

护理人员不断地进行教育#帮助护理人员更新知识点及完善护

理技能*

护理程序是一个系统#评估)诊断)计划)实施)评价五个步

骤相互关联#从收集资料到正确评估#从确定诊断到制订计划#

从计划的确切实施到最终评价#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巧#不

是通过一两次培训就能掌握#而是需要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

进+

$,

,

*研究发现#本科室部分护士在实施
&g!

改进前不但没

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而且专业知识参差不齐#对病情汇报的

掌握情况及所分管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也较差#特别是

夜班护士接触患者的时间较少#导致护理质量一直难以提升*

因此#基于上述问题#本科室引入
&g!

#以期提高护士汇报病情

的能力#同时在汇报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制订出整改措施解决问

题#进而达到提高护理质量的目的*

病情汇报对于快速抢救及提高救治成功率有重要意义*

病情汇报的内容较多#不仅要汇报一般资料#而且还需针对具

体病情来总结病情)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故要求

护理人员要有充足的知识#又要对病情有总体了解#因此本研

究将病情汇报的能力作为培养重点#如安排强化训练护士的病

情汇报能力#通过建立帮扶对象来帮助年轻的护士尽快掌

握+

$$#$)

,

*结果发现在实施
&g!

改进后#不同班次及不同层次

护士的病情汇报能力均增强#具体表现在病情汇报掌握情况中

的一般资料)病情总结)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的得分

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提示
&g!

可提高护

理人员的病情汇报能力*针对患者情况由护理人员对其进行

健康教育可达到较好的护理效果#而且健康教育也是评价病情

汇报能力的重要项目*本研究发现
&g!

实施后患者对健康教

育掌握情况也有较大提高#具体表现在不同班次及不同层次护

士对应患者对健康教育掌握情况的饮食)休息和活动)药物知

识)门诊随访及注意事项的得分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

率亦获提高#进一步表明在护士病情汇报中实施
&g!

有益于

提升其护理能力#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在护士病情汇报中实施
&g!

的效果较好#不仅

从总体和各项目提高了护士病情汇报能力#而且还提高了患者

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可在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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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慢性泪囊炎结膜囊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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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定及药敏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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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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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婴幼儿慢性泪囊炎菌群种类进行分析!为临床药物使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方法
!

对

$*)

例
$==

只眼患慢性泪囊炎的患儿进行眼部分泌物采集!分别作细菌培养(药敏试验及结膜囊
6

]

值测定%

结果
!

$*)

例标本中!

)=E

未找到细菌
$$

例!占
%+*T

%致病细菌种类主要为革兰阳性球菌
%$

例!占
.$+*.T

!检查

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1

例!占
*,+-1T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多数细菌对左氧氟沙星(妥布霉素敏感%结膜囊
6

]

值测

定结果呈弱碱性%结论
!

对致病菌种类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敏感抗生素药物首选左氧氟沙

星!对副流感嗜血杆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敏感抗生素药物首选利福平%冲洗液首选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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