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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新生患儿红臀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2

年在该院新生儿科实施品

管圈活动!组成新生患儿护理品管圈小组!

/

个月后!通过圈员的评价对比品管圈活动应用前后新生患儿的生命体

征%睡眠及生长发育情况$结果
!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新生患儿红臀发生率为
/K/0W

!明显低于实施前"

'.K3-W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的新生患儿体温变化波动幅度明显低于实施前!血氧饱和度高

于实施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活动实施后新生患儿身高%体质量%头围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实施前!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品管圈活动后!护理人员满意度评分达
1.K0-

分!满意度为
1/K/0W

!明显高于

活动实施前的满意度"

01K/3W

#$结论
!

将品管圈活动应用于新生患儿护理中!可以保持新生患儿各项体征稳定%

内环境平衡!有利于新生患儿的治疗效果及生长发育!并提高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

"关键词#

!

品管圈活动&

!

新生患儿&

!

护理&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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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时期是疾病发生的高危时期#也是成长发育的关键

起步时期+

'

,

*刚从母体保温箱转入陌生环境的新生患儿#其抵

抗力很弱#非常需要外在的护理与照料*所以作为特殊群体的

新生患儿需要给予谨慎的护理#其护理质量要求非常高+

)

,

*然

而目前新生患儿护理过程中时常出现护理不到位)护理质量欠

佳等问题*新生患儿护理作为医院临床护理工作及护理质量

评价的重要方面#急需加强其护理质量的改善工作*品管圈是

指由一群工作性质相近的专业人员自发组织的一个团体#并主

动参与发现)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改善其工作质量

与效果#最终自下而上逐步形成一套效果显著的质量改善机

制+

3&-

,

*品管圈活动通过圈员自发参与管理工作#强烈激发其

工作成就与满足感#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最终达到提高护理

质量的目标+

2

,

*四川省西昌市人民医院
)('2

年
'

月将品管圈

活动应用到新生患儿护理中#全体护理人员以积极的态度和熟

练的技术为新生患儿提供服务#从而提高本院新生患儿科整体

护理水平*

$

!

资料与方法

$K$

!

一般资料
!

将
)('2

年
'

!

/

月住院的
')(

例新生患儿作

为试验组#以
)('-

年
/

!

')

月的
'(1

例新生患儿为对照组*

试验组男孩
/0

例#女孩
23

例(年龄
'(C!>

至
).D

#平均年龄

为$

')K3_3K'

%

D

#出生体质量
)K2

!

-K(J

?

#平均体质量

$

3K)0_'K(1

%

J

?

(对照组男孩
22

例#女孩
2-

例(年龄
'(C!>

至
).D

#平均为$

''K1_3K2

%

D

#出生体质量
)K2

!

-K(J

?

#平均

$

3K3'_'K'-

%

J

?

*两组新生患儿在性别)年龄)出生体质量等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K(2

%*

$K/

!

品管圈的成立
!

为降低新生儿红臀发生率)提高新生儿

科护理质量#该科进行课程培训学习品管圈的基本知识与实施

流程#最终于
)('2

年
'

月成立了由护士长$圈长%)护理骨干及

其队伍$圈员%组成#并选择
)

名有活动经验的人员作为圈辅导

员*通过圈长组织#全体圈员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了这次品管

圈活动的圈名$临时妈妈圈%和圈徽$环环相连%#代表了以患

儿为中心)环环相扣)提升自我的涵义*本品管圈活动均以自

主参与#民主行动#自发性分配任务的形式完成*

$K'

!

对照组护理方法
!

常规新生科患儿护理流程进行护理#

包括营养)睡眠)五官护理)控制感染等措施*

$K1

!

试验组护理方法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
!

,=IP5DO8!>

!

$

7

9!8)('/

!

S48K'3

!

T4K.



$K1K$

!

主题选定
!

现场调查及头脑风暴法#全圈人员围绕新

生儿科护理服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后根

据问题的迫切性)可行性)需求大小等方面进行评定#最终确定

1降低新生儿科红臀发生2作为本圈活动主题*降低患儿的红

臀发生率#是该科的整体护理效果提高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增

加患者对医院满意度和信任度*另外#帮助患者认识到新生儿

红臀预防及护理的重要性#发展良好的医患关系*

$K1K/

!

分析原因#制订计划
!

根据病房调查及全圈人员的经

验#总结出该科患儿红臀发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

'

%未

及时更换尿布($

)

%对于存在红臀风险的患儿护理人员未及时

发现($

3

%发热)腹泻等疾病因素($

-

%环境因素($

2

%医护人员手

卫生不合格($

/

%新进护理人员护理知识相对薄弱($

0

%护理人

员的护理轮班制度不合理($

.

%换尿不湿动作粗暴($

1

%护理人

员的护理质量考核不够严格*全圈成员共同根据红臀产生的

原因制定详细的护理计划#并共同完善#圈长组织全新生儿科

护理人员学习*

$K1K'

!

任务分配
!

圈长组织全体圈员学习本次品管圈的目的

及重要作用#强调实施详细内容及需要注意的关键环节*根据

新生儿科的护理管理制度及执勤安排及合理分配各圈员的职

责#最终成立科学合理的护理团队确切落实各自的任务*

$K1K1

!

护理实施
!

$

'

%全程责任护理!为每位患儿安排一名圈

员作为责任护士#负责其住院期间遇到的任何问题及主要护

理*$

)

%培训预防红臀的正确护理内容!为患儿勤换尿布#每次

大小便后用温热水清洗臀部皮肤)擦干(选用清洁细软)吸水性

强的尿布(尿布的清洁卫生#必须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合格一

次性尿片(对于大便次数较多的患儿#每次清洁皮肤后可涂上

紫草油预防红臀的发生*$

3

%患儿护理细致化)具体化!控制室

内温度为
))

!

)-\

#根据体温调节暖箱的温度(同时注意室内

光线的变化#给予患儿昼夜变化的刺激(模拟子宫内环境#采用

1鸟巢2式护理(对脐窝)脐带残端的护理#消毒并保持干燥#防

止脐部感染(勤换尿布#动作轻柔#勿用力擦拭#并涂以湿润烧

伤膏#并进行操作演示#争取人人做到(每日早上沐浴#更换衣

被#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勤剪指$趾%甲#防止抓伤(控制院内感

染的发生#严格执行手卫生(新生患儿病房尽量使用一次性物

品(新生患儿衣服及被子采用高压消毒#一用一消毒(仪器设备

每日消毒#每周一和出院进行终末消毒(空气采用自动空气净

化器#设置为每天
-

次#每次
);

的消毒模式(记录患儿大便的

性状及排量#异常者及时报告(认真做好患儿基础护理#勤巡

视#及时发现患儿的病情变化情况*$

-

%充分发挥高年资护理

人员及新生患儿专科护士的作用#带动其他护理人员#不断提

高其专业技能*$

2

%合理管理尿不湿#要符合卫生标准#统一放

置#专人管理#定期检查有效期($

/

%结合实际#不断修订新生患

儿护理常规及操作流程#工作流程#优化工作环境*实行绩效

考核!从护理工作量)工作质量)红臀发生率等指标对护理人员

进行绩效考核*

$K2

!

观察指标
!

$

'

%新生患儿红臀的发生率($

)

%生命体征)睡

眠及生长发育情况!包括体温波动)血氧饱和度)平均睡眠时

间(新生患儿身高)体质量)头围增长情况($

3

%护理满意度!出

院前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满意度自评量表一般$

2

分%)不满意$

(

分%选项#满分为
'((

分#总分大于
12

分评为满意#否则为不

满意*

$K)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ULL)'K(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C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2

$

(K(2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K$

!

品管圈活动前后新生患儿红臀发生率比较
!

品管圈开展

前
'(1

例住院新生患儿中发生红臀
3'

例#发生率
'.K3-W

(品

管圈开展后
')(

例住院新生患儿中发生红臀
.

例#发生率

/K/0W

*品管圈开展后红臀发病率明显低于品管圈开展前红

臀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见表
'

*

表
'

!

活动前后新生患儿红臀发生率比较

组别
'

出现红臀$

'

% 未出现红臀$

'

% 红臀发生率$

W

%

对照组
'(1 )( .1 '.K3-

试验组
')( . '')

/K/0

"

合计
). )(' '3K13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0̀K)/3

#

"

2

$

(K(2

*

/K/

!

品管圈活动前后新生患儿生命体征)睡眠及生长发育情

况比较
!

结果显示实施品管圈活动后的新生患儿体温变化波

动幅度明显低于实施前#血氧饱和度高于实施前#两组间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活动实施后新生患儿身高)体

质量)头围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实施前的增长幅度#且两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具体见表
)

*

表
)

!

活动前后新生患儿生命体征)睡眠及生长发育情况比较%

C_@

(

组别
'

体温波动

$

\

%

血氧饱和度

$

W

%

平均睡眠时间

$

;

"

D

%

每周身高增长

$

CC

%

每周体质量增长

$

C

?

%

每周头围增长

$

C

?

%

试验组
')( (K33_(K'0 1.K/2_'K-0 '.K'0_(K.. 1K30_'K)' )'K0._3K10 2K/._'K//

对照组
'(. (K01_(K)( 1)K0'_'K/1 '/K()_(K13 0K/0_'K'1 '0K-3_3K/' -K31_'K20

9 'K13) )K'.0 3K((1 )K.0- 3K33) 'K.0'

2 (K(-) (K(30 (K()2 (K(3( (K()' (K(--

表
3

!

活动前后护理满意度及临床疗效变化情况

组别
'

满意度得分

$分#

C_@

%

满意

+

'

$

W

%,

不满意

+

'

$

W

%,

试验组
')(

1.K0-_)K)'

"

''/

$

1/K/0

%

"

-

$

3K33

%

对照组
'(. ./K11_-K30 ./

$

01K/3

%

))

$

)(K30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2

$

(K(2

*

/K'

!

品管圈活动前后护理满意度及无形成果
!

结果显示实施

品管圈活动后#护理人员对自身的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分达

1.K0-

分#满意度为
1/K/0W

#明显高于活动实施前的满意度

$

01K/3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具体见表
3

*说明

实施品管圈活动可明显提高新生患儿护理效果及满意度*通

过品管圈活动达到了加强科室凝聚力)护理人员的护理积极性

得到很大的提高#更愿意自主地进行护理工作*

'

!

讨
!!

论

离开母体庇护的新生患儿免疫力往往较差#适应能力低

下#且新生患儿自身难以进行情感表达#健康状况恶化也难以

引起重视#进而可能影响其生长发育及生命安全+

/

,

*因此#新

生患儿护理人员不仅要对新生患儿护理的重要性认识到位#并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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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实际工作中精心)严格地进行护理和照顾#从而有效地改

善新生患儿的护理质量#为每一位新生患儿的健康发育提供良

好的基础+

0

,

*品管圈作为一种效果显著且实用性很强的质量

管理手段#于
)(

世纪
1(

年代被引入医疗领域#并在全世界各

大医院中广泛开展+

.&1

,

*本院于
)('-

年进行品管圈活动#分析

影响新生患儿护理质量的因素#发现问题并及时进行整改措

施#以提高儿科病房的服务水平#为儿科护理质量持续和发展

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研究发现品管圈活动开展以后#该科新生患儿红臀的发生

率降低#改善了新生患儿护理缺陷#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

*

针对提高新生患儿护理质量的目的#组织开展品管圈活动#即

全体圈员根据自身经验及专业知识充分分析其原因#并根据实

际情况积极参与讨论解决对策#提出计划性)针对性的措施#有

效地提高了护理人员对新生患儿护理的重视度#避免了盲目)

不规范护理带来的护理不佳问题*另外#研究发现#品管圈活

动在本院实施后#新生患儿的生命体征更加稳定#睡眠时间更

长#身高)体质量)头围增长速度加快#说明新生患儿获得了更

好的生长发育条件#陌生的环境适应程度较好#生长发育较快*

新生患儿的特殊性尤其需要细致的精心护理#积极进行治疗)

保持清洁#尽量避免疾病)感染影响其生长发育和身体健

康+

''&')

,

*

研究发现通过品管圈活动不断提高了新生患儿的护理质

量#同时护理人员对新生患儿护理工作的整体满意度明显增加

$

1/K/0W

%#成为儿科护理质量持续改善的重要措施*另外#品

管圈方法不仅有利于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护理问题#还能促

进圈内各成员间的协作沟通#从而提高护理执行力度+

'3

,

*品

管圈活动促进集体智慧的发挥并促使圈员积极参与#主动为提

高新生患儿护理质量贡献力量#增加了大家的积极性和成就

感#使得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增强*全体护理人员集体合作#主

动以新生患儿为中心#有效地满足其各方面需求#最终达到提

高该科新生患儿护理的护理质量#但存在护理人员不足#与医

生的合作尚有不足等问题#拟作为下一次品管圈活动的主题#

以实现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

,

*

综上所述#品管圈活动通过集合众多力量#圈员间积极沟

通#在发现问题)制定对策)实施执行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

该院新生儿科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有效避免了新生患儿护理

缺陷的发生#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确保患儿安全#护理效果大

大提升#品管圈是提高新生患儿护理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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