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止脑细胞凋亡#改善神经功能损伤#进而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和

日常生活能力*其能提高
9I

患者机体内
R"V+,M

'

"\I

活

性#有效清除自由基#保护脑细胞膜结构*丁苯酞与石杉碱甲

联合使用能够有效缓解认知功能#提高治疗效果*本研究结果

显示#试验组
BB"U

和
9IC

评分优于对照组#提示丁苯酞能

够有效提高
9I

患者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这与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

&!

)

*丁苯酞联合石杉碱甲可有效调节血清
R"V+

,M

'

"\I

'

9

&

水平#从而缓解
9I

患者认知功能#提高治疗效

果*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R"V+,M

'

"\I

'

9

&

水平优于对

照组#提示采用丁苯酞治疗
9I

患者可通过改善血清
R"V+

,M

'

"\I

'

9

&

水平而提高临床疗效#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

*

另有研究表明#采用丁苯酞治疗
9I

患者#其血清
R"V+,M

'

"\I

'

9

&

水平无明显变化#推测原因是
9I

发病机制较为复

杂#且在治疗中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较多#如患者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疾病及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等(

&K

)

*本研

究纳入标准较为严格#研究结果更具稳定性*

!!

综上所述#采用丁苯酞治疗
9I

患者能够有效提高患者认

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并能够改善
R"V+,M

'

"\I

'

9

&

水平#

提高治疗效果*由于样本量'治疗疗程等因素限制#本研究尚

存在不足之处#此后将扩大样本量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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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手术室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应用

黄
!

莉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一病区
!

K'%%!!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手术室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的应用$方法
!

选取
!%&L

年
&f$

月

于该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对其采用传统护理质量控制法进行管理%另选取
!%&$

年
&f$

月于该院接受手术

治疗的患者
'LJ

例作为观察组!对其采用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进行管理!比较
!

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情况&手术室

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护士专科技能&分级护理落实率&护理文书书写合格率&

护士对患者身份识别率&规范化服务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总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患者对手术室环境&基础护理质量&护士专业技能&护士服务态度及综合满意度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结论
!

手术室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构建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能够

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循证理论%

!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

!

手术室%

!

质量改进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J!+(KLL

"

!%&J

#

!!+'K%S+%'

!!

手术室是为患者提供急救和治疗的重要场所#其护理质量 的高低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有直接影响(

&

)

*如何全面测评手术

+

S%K'

+

检验医学与临床
!%&J

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

CH3B.8-4;2

!

Q5<.N3.1!%&J

!

X54P&K

!

Q5P!!



室的护理质量'实现持续质量改进是手术室护理管理的重要内

容*科学'客观'敏感的质量评价指标不仅能够保证手术室护

理质量评价的有效性#还可指导护理人员进行临床护理工作#

帮助护理工作者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持续质量改进(

!+'

)

*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作为能够保证高水平护理的测量手段#其结

果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护理质量水平#对提高护理质量有重要

作用(

K

)

*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

标#以探讨其对手术室护理质量'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患者护理

满意度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L

年
&f$

月于本院进行手术治疗的

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S%

例#女
&S!

例&年龄
&S

#

$L

岁#平均$

'JPL!a'PKJ

%岁*另选取
!%&$

年
&f$

月于本院接

受手术治疗的患者
'LJ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J!

例#女
&SL

例&年龄
&(

#

$J

岁#平均$

'$P!JaKP&S

%岁*

!

组患者性别'年

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

$P/

!

方法
!

对照组手术室护理质量采用传统护理质量控制法

进行管理#包括对手术护理人员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对手术室

器械定期清洗'消毒'报告数量#控制手术室清洁程度及无菌等

级等&将自行设计的手术室护理质量持续改进评价表发放给每

位手术室护理人员#要求其对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及突

发事件进行记录*观察组手术室护理质量采用基于循证理论

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进行管理#其主要是以循证理论为基础设

立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并在手术室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中加以运

用#具体内容如下*

$P/P$

!

设立护理质量敏感指标
!

$

&

%组建研究小组*由科室

主任'护士长及手术专科护士组成手术室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研

究小组*由科室主任担任小组组长#护士长担任副组长#负责

统筹管理工作&护士主要负责对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进行资料查

询'收集及指标初步拟定*$

!

%指标筛选*利用中国知网'维普

资讯'万方数据等数据库查阅手术室护理质量相关文献#并结

合1实用手术室护理指南21医院分级管理标准21医院护理管理

学2及我国现行的手术室护理质量指标评价体系等#以循证理

论为基础#结合手术室临床护理实际需求#经小组讨论后#初步

拟定手术室护理质量敏感指标*$

'

%确立指标及评价方法*通

过电子邮件或邮寄等方式#向专家发放问卷#邀请其对研究小

组初步拟定的指标进行评分#并对存在分歧的指标进行修改和

增减*确立指标后进行
&

个月的试用#并在
&

个月后由科室主

任及护士就指标试用情况召开研究小组会议#根据试用结果和

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指标及评价方法#最终确定手术室护理

质量敏感指标及评价方法*

$P/P/

!

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
!

$

&

%培训学习*研究小组将

各项指标检测方法'结果计算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及注意事项

等统一确定并打印#由护士长组织科内护理人员进行培训*要

求每位护理人员掌握各项指标概念和操作方法#设计简单实用

的记录表和评分卡#依据各项指标的评价方法和具体时间进行

动态评分并记录*$

!

%评估及数据收集*于
!%&$

年
&

月起开

始采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由责任护士和研究小组根据指标具

体评价时间对患者和护理人员分别开展动态评分和记录#并对

各项指标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

'

%护理质量敏感指

标*包括护士专科技能合格率'围手术期健康知识知晓率'围

手术期用药错误率'导管风险事件发生率'手术护理风险发生

率'术后导管非计划脱落"拔管发生率'术后康复活动执行率'

疼痛评分准确率'护理满意度*

$P/P'

!

持续质量改进
!

$

&

%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后#研究小

组每个月将指标检查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排序#统计各项指标

出现问题的次数和概率*将出现频次最多'概率大于
J%Z

的

护理问题列为主要问题和优先改进项目#由护士长在每个月月

底召开科室护士会议#就本月手术室护理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和

主要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集中分析#在全体护士充分讨论和交

流分析后拟定持续整改计划和具体措施*$

!

%经统计数据显

示#手术压疮'器械数目不符与异物遗留是护理质量中发生率

最高的不良事件*研究小组分别对其发生原因展开分析后发

现#手术压疮的主要原因为体位培训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缺

乏考核机制&器械数目不符的主要原因为未及时清点器械#术

后污衣未标明病房号&异物遗留的主要原因为负责器械清点'

包装人员责任不够明确#错漏频发#缺乏处罚机制'器械操作不

规范*$

'

%整改措施*剖析特殊个案#加强学习培训&梳理考核

体系#加强考核可行性&器械清点应准确'高效#污衣标明病房

号&对医护人员器械使用进行统一培训#加强规范化操作意识&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防范意识*

$P'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情况'手术室护

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情况*

$P1

!

疗效判定标准
!

护理质量评价以护理质量检查分值为

准#内容包括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护士专科技能'分级护理落

实率'护理文书书写合格率'护士对患者身份识别率'规范化服

务等*评价方法为护士长随机抽查患者#每个月进行
&

次测

评#满分为
&%%

分#分数越高代表护理质量越好*护理满意度

根据手术室责任护士给患者发放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结果进

行评定*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手术室环境'基础护理质

量'护士专业技能'护士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综合满意度情

况等(

L

)

*

$P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P%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A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或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P$

!

!

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
!

观察组患者健康教育知晓

率'护士专科技能'分级护理落实率'护理文书书写合格率'护

士对患者身份识别率'规范化服务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

Aa>

&分'

项目 观察组$

#]'LJ

% 对照组$

#]'$!

%

7 =

规范化服务评分
($P&SaLP%J (%P'$aKPL! &$P!L!

#

%P%L

护士专科技能
(JPS'a'PLK (%PL!aKP&$ !LP!L(

#

%P%L

护士对患者身份识别率
(SPK(a'P&L ('P%!a!PLJ !LPK('

#

%P%L

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
(JP'$a'PSJ (&PLLaKP$J &SP&JK

#

%P%L

分级护理落实率
($P'$a'P&! (%PKJa'PKL !KP%&$

#

%P%L

护理文书书写合格率
(SP!La!PSL (&PL!a'PS( !$PKSS

#

%P%L

/P/

!

!

组患者的手术室不良事件发生率
!

观察组患者手术室

总不良事件发生率
LP'!Z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LPKJZ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P'

!

!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

观察组患者对手术室环境'基

础护理质量'护士专业技能'护士服务态度及综合满意度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

(%K'

+

检验医学与临床
!%&J

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

CH3B.8-4;2

!

Q5<.N3.1!%&J

!

X54P&K

!

Q5P!!



表
!

!!

!

组患者的手术室不良事件发生率$

#

%

Z

'(

项目 观察组$

#]'LJ

% 对照组$

#]'$!

%

!

!

=

错误患者"手术
&

$

%P!S

%

$

$

&P$$

%

'PL'J

$

%P%L

压疮
L

$

&PK%

%

&K

$

'PSJ

%

KP!L&

#

%P%L

错收手术费
%

$

%P%%

%

K

$

&P&%

%

'P($J

#

%P%L

器械数目不符
K

$

&P&!

%

(

$

!PK(

%

&PSSS

$

%P%L

高危药物外渗
&

$

%P!S

%

L

$

&P'S

%

!P$''

$

%P%L

异物遗留
'

$

%PSK

%

S

$

!P!&

%

!P!'S

$

%P%L

漏查抢救药物
%

$

%P%%

%

&

$

%P!S

%

'P(SS

$

%P%L

贵重仪器损坏
&

$

%P!S

%

'

$

%PS'

%

%P(JS

$

%P%L

错误用药
%

$

%P%%

%

&

$

%P!S

%

%P(SS

$

%P%L

病理标本漏送
%

$

%P%%

%

!

$

%PLL

%

&P(JS

$

%P%L

手术延误
!

$

%PL$

%

'

$

%PS'

%

%P&SS

$

%P%L

合计
&(

$

LP'!

%

L$

$

&LPKJ

%

&(PLJ!

#

%P%L

表
'

!!

!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

%

Z

'(

项目 观察组$

#]'LJ

% 对照组$

#]'$!

%

!

!

=

手术室环境
''!

$

('P%%

%

'%J

$

SKPS&

%

&&P!L&

#

%P%L

基础护理质量
''$

$

(KP&!

%

'&J

$

SJPLJ

%

(P!K$

#

%P%L

护士专业技能
'K%

$

(LP!K

%

'!L

$

S(PJS

%

JPJ%%

#

%P%L

护士服务态度
'KJ

$

(JP!%

%

''&

$

(&PKK

%

&&P%((

#

%P%L

综合满意度
''L

$

('PSK

%

'%!

$

S$P&(

%

&&P$J!

#

%P%L

'

!

讨
!!

论

!!

手术室传统护理质量控制法通常以模块形式进行分组管

理#如护理管理组'教学组'消毒隔离组'书写组等#各小组没有

统一的管理标准#检查结果仅用数值表示#难以体现护理质量

持续改进情况#且不利于问题分析(

$+J

)

*此外#传统护理质量控

制法评价项目多#最终结果无侧重点#评价指标没有代表性#缺

乏基础'有效的数据支撑#无法及时发现和分析问题(

S

)

*手术

室作为手术治疗的重要场所#其专科性强'涉及领域广泛#只有

采取不间断的管控措施#不断改善护理质量#才能保障患者的

生命安全(

(+&%

)

*

!!

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是在循证理论基础上#

通过建立
(

项敏感指标'制订指标监控'分析数据'检查质量与

持续改进等手段#实现护理质量评价与控制#提高手术室各级

护士的护理质量#为患者安全及满意度提供保障*护理质量敏

感指标特点主要包括
!

个方面*$

&

%结果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高*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设立严格遵循科学研究标准#并以循

证理论为基础#通过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将手术室护理质量现

状与发展需要相结合#为研究提供丰富资料和有力的证据支

持*$

!

%突出手术室护理特点*手术室护理质量评价要充分体

现其护理特色#将敏感指标体系与手术室护理内容紧密结合*

通过护士专科技能合格率'围手术期健康知识知晓率'围手术

期用药错误率'导管风险事件发生率'手术护理风险发生率'术

后导管非计划脱落"拔管发生率'术后康复活动执行率'疼痛评

分准确率'护理满意度等
(

项指标的设定#充分体现了手术室

护理特点#在促进手术室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

)

*

!!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建立和实施能够促进手术室护理效

果#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使护理服务不断规范化和标准

化#从而促进护理质量的改进和完善*同时#建立和实施护理

质量敏感指标还可提高手术室护理人员日常工作质量#为患者

生命安全提供更多保障#大大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

)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健康教育知晓率'护士专科技

能及分级护理落实率等等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手术室环境'基础

护理质量'护士专业技能'护士服务态度及综合满意度等均高

于对照组#进一步表明了科学'敏感且实际的指标对提高护理

质量'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有明显

效果*其不仅能有效评价护士的日常护理质量#还可为护士手

术护理工作提供一定指导和帮助#使护士的护理服务达到标准

化和专业化#持续改进已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综合护理效率*

!!

综上所述#基于循证理论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应用#能

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降低不良事件发生

率#对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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