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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对提高门诊部护理质量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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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品管圈活动在门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方法 为了提升当前医院门诊护理质量，以

品管圈活动护理和常规护理作为对比项，以本院 100 例门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 100 例患者分组后分别实施上

述不同护理干预措施，对比不同护理措施下的护理效果。结果 经对比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结论 在门诊部护理中，采取品管圈活动可以有效将护理水平提升，改善护理人员护理效率。 
【关键词】品管圈活动；门诊；护理质量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in improving the nursing 

quality of outpatient department 

Jingqiu Shou1, Ling Chen2, Ping Hu3* 

1Special Needs Clinic,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2Department of Hyperbaric Oxygenatio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3Emergency Observation Room,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in outpatient nursing.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tpatient care in the current hospital,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y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were used as comparison items, and 100 out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Nursing effects under nursing measures.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rsing 
quality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nursing, adopting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level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efficiency of nurs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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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门诊是医院的重要治疗场所，同时也是医

院中的一线治疗场所，在门诊治疗中有着较大的人流

量，且接待患者较多，患者的病情也非常的复杂，各

种类型的疾病在门诊治疗中都是比较常见的。因此门

诊部也成为了医院中会发生护理纠纷的高发地点，在

门诊治疗中，患者流量比较大也给护理人员带来了较

大的护理压力，护理人员压力大的同时就会对其护理

质量造成影响，甚至导致护理工作中存在较高的护理

风险。这就需要在门诊护理中采取合理的方式来对护

理质量进行管理和提升，从而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

品管圈活动是近年来临床中常见的一种护理管理方

式，其主要的原则是以员工的主体地位为先，尊重所

有人的想法，以这种方式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

而将护理质量也显著提升，最终使参与活动的员工从

中获取成就感[1]。本文就品管圈活动对提高门诊部护理

护理质量的效果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分别是研究的开始和结

束时间，将本院这一期间收治的 100 例门诊患者进行

分组后比较其一般资料，并将比较结果通过表 1 进行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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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在护理期

间，需根据患者的疾病为患者进行相关科室的引导，

并为患者进行体温和血压测量等基础护理工作，观察

组患者在护理期间采取品管圈活动护理措施，详细护

理步骤如下： 
（1）组圈及选题 
在科室开展护理工作的过程中，需选定一个辅导

员，正常是由护士长担任，同时还需选定圈长来带领

工作，圈长需要是具有较高年资的护理人员，在选定

管理人员后，再选择本科室中的 10 名护理人员组成品

管圈，并确定主题和圈名，经过商议后，确定本次活

动的圈名为“惠民圈”，活动主题为“改善门诊护理

质量，提升患者就医体验”[2]。 
（2）活动前调查 
活动开始后，首先需要了解科室内现存的护理问

题，想要提升问题的准确性，就需要采用问卷调研的

方式进行了解，并在调研结束后，根据调研结果采取

针对性的护理措施。经过调研后发现，当前对护理质

量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分别有四个，首先是护理人员

在为患者服务时缺乏主动性，并不会主动发现患者的

问题，或在解答问题时态度冷漠[3]。其次是患者在就医

时，有着较长的等待时间，在等待的过程中没有为其

提供休息的场所。然后是就诊环节过于复杂，患者对

院内环境缺乏了解就会导致找不懂就诊处。最后是由

于输液过程中，部分护理人员操作水平缺乏专业性，

时常发生不良反应。 
（3）整改措施 
①将接诊模式进行不断的优化，尽量缩短就诊流

程，尤其是在高峰期期间，为了提升患者的就诊效率，

科室内可以将护理人员的职责进行合理的分配，高峰

期可以多设立几名护理人员为患者进行服务，尽量缩

短患者的就诊等候时间，可以开通微信平台预约就诊，

减少患者等候时间[4]。 
②护理人员专业度培训。门诊需要不断完善当前

的护理制度，将所有护理人员责任进行落实，并完善

导诊护士责任制，护士长要定期为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水平的培训，定期为护理人员提供培训的机会和平台，

加强护理人员的穿刺水平；针对需要进行技能实操的

实习护士，在进行穿刺时，需要提前告知患者，在取

得患者同意后才可以让实习护士为患者进行穿刺，避

免护患纠纷；并要求护理人员保持合理的礼仪和态度，

面对患者要使用文明用语，保持耐心热醒的服务态度。 
③将环境进行优化。为了让患者在休息或等待的

过程中可以更加舒适，科室需要保持环境的整洁和卫

生，并在病区内提供饮水机，候诊区还可以放置一些

杂志和报刊供患者借阅[5]。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作为对比

依据。 
1.4 统计学处理 
为了提升研究的准确性，统计学处理是非常必要

的步骤之一，本次研究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来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分析处理后，会对计量和计

数进行不同方式的表达，分别是±标准差和 n（%）；

其次对数据进行检验会采用 t 和 X2 进行。经对比后，

组间差异较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视为（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输液不良反应发生几率如表 2 所示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如表 3 所示 
3 讨论 
门诊科室是医院中非常重点的一个地方，这个部

门患者较多，且患者的疾病也比较多样化，随着当前

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不断的变化，健康程度也在

逐渐下降 
因此每天门诊所接待的患者也逐渐呈现不断增加

的趋势。门诊人流量大增加也给护理人员带来了较大

的护理压力，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x±s，n,%） 

组别 例数 年龄跨度（岁） 平均年龄（岁） 
性别（例） 

男 女 

观察组 50 24～65 48.69±4.38 28（56.00） 22（44.00） 

对照组 50 25～63 49.28±4.22 29（58.00） 21（42.00） 

X2/t 值  0.5839 0.6954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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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输液不良反应发生几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液体外渗 皮下瘀血 输液反应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0（0.00） 2（4.00） 1（2.00） 3（6.00） 

对照组 50 2（4.00） 3（6.00） 3（6.00） 8（16.00） 

X2 值     9.4938 

P 值     ＜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31（62.00） 17（34.00） 2（4.00） 48（96.00） 

对照组 50 25（50.00） 16（32.00） 9（18.00） 41（82.00） 

X2 值     10.6473 

P 值     ＜0.05 

 
因此，在护理过程中的护理质量也受到了较大影

响，这也导致门诊护理中护患纠纷的发生几率不断增

加，成为了院内护患纠纷发生几率最高的科室之一
[6-12]。 

而品管圈活动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一种护理管理

方式，其主要的中心是将同一工作现场内相同工作目

的的人组织在一起，所有人通过有效且科学的方法达

到工作目的，提升当前工作质量，解决问题，而在护

理工作中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护理质量。在本次研究

中对比了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发现，

观察组明显各项数据更加优异（P＜0.05）。 
综上所述，在门诊部护理中，采取品管圈活动的

方式可以有效的改善门诊的护理质量，提升患者对护

理工作的护理满意度，效果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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