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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对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心理状态及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为课题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对

照组，组内各 30 例，将常规护理应用于对照组中，实验组在接受常规护理的前提下融入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

评价两组护理成果。结果 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评分无明显差异，护理后，实验组 HAMA、HAMD 评分、满意度

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胆总管留置 T 管引流患者开展护理期间，可将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融入其

中，其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获得患者的高度认可，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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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nursing managemen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indwelling T-tube drainage of common bile duct stones. Selection 
Methods January 2021 - January 2022, 60 patients with common bile duct calculi lien T tube drainage i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the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30 cases in the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was applied to the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in for routine care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of nursing management, nursing outcomes evaluation of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ntal stat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HAMA, HAMD score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indwelling T-tube drainage of common bile duct,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nursing 
managemen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i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and is highly 
recognized by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widespread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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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胆管疾病中胆管总结结石发病概率较高，当患

者出现胆总管结石后，患者会有相应的不适感出现，

如上腹部疼痛等[1]。近些年，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持续

较快，医疗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护理模式优化和完

善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应运而

生，该种护理模式在临床中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护理成

果，并得到了临床和患者的青睐[2]。持续质量改进护理

管理在开展过程中，摒弃了以往护理中存在的不足，

使护理工作更加完善，其可确保给中护理操作及服务

依据护理程度规范的落实，在优化护理环节的同时，

依据患者疾病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改进方案[3]。基于

此，本次研究纳入了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

并将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应用于患者中，深入分析

和探讨其应用价值，详细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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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研究目标：

选取该时间段 60 例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依

据随机分组的方式将纳入人员区分为两组，即实验组、

对照组，组内各 30 例，两组基础资料介绍如下：实验

组男患者例数为 16 例、女患者例数为 14 例，年龄在

26-61 岁，年龄区间为（41.20±1.04）岁；对照组男患

者例数为 17 例，女患者例数为 13 例，年龄在 27-62
岁，年龄区间为（41.23±1.07）岁。纳入标准：（1）
纳入人员均为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2）无

精神障碍，可进行简单交流。（3）患者基础资料完善。

排除标准：（1）无法进行简单沟通。（2）治疗依从

性差。（3）对本次研究存在抵触情绪。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开展常规护理的

前提下落实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内容如下： 
（1）构建质控体系，成立质控小组，小组与科室

护士长以及护士长助理构成三级管理质量控制体系，明

确各小组各自的职责，职责内容主要包括护理文书管

理、物品与设备检查以及质量评估等。严格要求质控小

组成员，将自身职责落实到位，做好自查和纠正工作，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给予有效

改正。护士长助理结合护理质量标准监督护理服务落实

情况，并定期实施评估，若发现护理存在问题给予及时

纠正，并将其记录下来，在组内开会时进行讨论，共同

制定改进方案。护士长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对护理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确保护理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并评估护理效果是否满足预期要求。 
（2）持续改进方法：①质控小组成员结合自身科

室特点以及工作现状等，设置持续质量改进标准，确

保改进内容具备科学性以及合理性，提升其可行性。

②开展阶段：临床和患者对护理需求均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为此，质量控制管理小组应不断提升成员综合

素质，可熟练和灵活的运用沟通技巧，在与患者第一

次接触时留下好印象。由于患者对医院疾病陌生，加

之疾病的影响，患者发生负面情绪的风险较高，在此

期间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之间展开交流，介绍医院

环境以及主治医师情况等，使患者恐惧以及紧张等情

绪得到缓解。同时护理人员协助患者进行相关检查，

重视患者病房卫生情况，为患者营造舒适的治疗环境，

降低其他不良事项发生概率。当患者手术治疗完成后，

护理人员向患者讲解放置 T 管的作用，使患者对 T 管

引流有一定的认识，提升其配合度。护理人员交流中

了解患者当前心理状态，并开展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重视人文关怀，改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交接班

工作，在节假日也应保持充足的护理资源，确保人员

配置的合理性。③改进阶段：在护理工作落实过程中，

从日常反馈情况来看，护理工作依然存在相应的不足

之处，因此，定期组织小组会议，对护理工作进行评

估，找出需要持续改进的环节，质控小组成员在结合

护理目标的基础上，对每个护理环节出现的问题实施

追踪和整改，为实现护理目标提供有利条件。 
1.3 观察指标 
（1）评估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本次研究

评估患者心理状态的工具为：汉密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2）统计

两组护理满意度：将纸板满意度调查表发放到患者手

中，待患者评分后及时收回，十分满意≥90 分、普通

满意 80-89 分、不满意<80。 
1.4 统计分析 
获得研究数据采用 SPSS23.0 软件加以处理，数据

计算期间以平均数进行统计，基于数据统计方式以及

随机理论方式开展数据对比。根据参量估计和假设检

验的方式开展数据评估。数据录入与分析均基于双人

核对体系为主，按照数据的类型采用 t 值或 χ2 值进行

检验，p 值在 0.05 以内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评估两组心理状态 
两组患者护理前心理状态评估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数据（P＞0.05），通过不同的护理模式，评估值

均有所下降，实验组较对照组效果更加明显，数据（P
＜0.05），详见表 1。 

2.2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占比 
通过统计得出，实验组有 1 人对护理不满意，满意

度占比为（29/30）（96.67%），对照组中有 9 人对护

理不满意，满意度占比为（21/30）（70%），其中 t=9.256、
P=0.003，实验组护理满意度占比更加理想（P<0.05）。 

3 讨论 
胆总管结石术后放置 T 管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对胆

管有支撑作用，避免胆汁发生外流的现象，提升胆管结

石排出效果，在患者康复期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大部分患者对 T 管引流并没有过多的认识，在术

后放置 T 管引流后会给患者活动带来阻碍，极易引发患

者负面情绪出现，最终导致机体发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给疾病康复造成不良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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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估对比[分，（x±s）] 

分组 病例（n） 
HAMA 评估 HAMD 评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0 15.48±2.15 7.73±1.28 12.66±1.72 7.05±1.23 

对照组 30 15.33±2.01 12.84±1.56 12.40±1.58 9.59±1.45 

t 值 - 0.3183 15.8143 0.6952 8.3423 

p 值 - ＞0.05 ＜0.05 ＞0.05 ＜0.05 

 
所以不断的优化护理模式，以降低胆总管结石留

置 T 管引流患者焦虑等负面情绪，为强化治疗效果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现阶段，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已经成为胆总管

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护理中的重点工作内容。护理工作

在落实过程中，需要将患者作为核心，为患者提供高

质量的护理服务。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在开展期间

表现出了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其不仅可提升护理工

作的时效性，并且可依据护理计划以及规范流程实施，

可及时找出护理工作落实期间存在的不足，并针对问

题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此外，该种护理模式对护理

过程以及各环节质量和控制给予高度关注，在开展中

得到了患者的高度认可。 
持续质量改进属于科学化的护理方法，其是在全

面质量管理模式中衍生出了一种新型护理方式，该种

护理方式注重护理过程以及各环节质量控制，在以往

质量控制基础上持续优化护理措施，将护理目标定位

于更高的层次。 
3.1 持续质量改进激发了护理人员的创新意识 
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在护理操

作流程以及规范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有效激发了护理

人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护

理规范的优化，从客观层面而言，可以反馈出护理人

员日常工作完成情况的基础上，可确保护理人员在实

践工作中将患者需求以及安全作为出发点，对护理中

存在的不足和整改策略给予积极探索，创新护理模式，

改善以往护理人员固化的护理形象，如此不仅可有效

提升患者舒适度，并可显著提升患者 T 管引流的安全

性。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在落实中不仅可强化护理

人员成就感，并且提升护理质量和效率，使得护理人

员护理服务以及创新意识等有了显著改善，为患者以

及护理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5]。 
3.2 持续质量改进保证了患者的安全 
将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应用于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护理中，其将确保引流管有效性作为原则，

降低因 T 管引流所导致各种并发症，将患者安全作为

护理的目标。在对各项护理工作流程优化期间，将患

者需求作为切入点，并结合护理问题进行反复讨论逐

步制定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方案，该种护理模式在

落实期间极大程度提升了 T 管引流的安全性。 
3.3 持续质量改进提高了导管护理的专业性  
持续质量改进不仅使护理工作落实具备规范性，

并且有效提升护理过程质量，强化了护理终末质量效

率，可充分展现护理人员的专业性，将已制定的专科

引流护理规范实行资源共享，加强各科间合作和指导，

使护士在导管护理工作中有章可循，避免了由于护理

人员科间差异、能力差异等导致不良后果发生，在实

施护理过程中保证了实际工作与标准要求相一致，使

患者能得到专业化的引流护理。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评分无

明显差异，护理后，实验组和对照组 HAMA 评分分别

为（7.73±1.28）分、（12.84±1.56）分，HAMD 评
分依从为（7.05±1.23）分、（9.59±1.45）分，实验

组心理状态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实

验组护理满意度占比（96.67%）、对照组为（70%），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占比接近预期目标（P＜0.05）。提

示将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应用于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中，不仅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并且可得

到患者的高度认可。 
综上所述，在对胆总管结石留置 T 管引流患者护

理期间可渗入持续质量改进护理管理，其可显著改善

患者心理状态，提升患者满意度，具有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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