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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 COPD 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中的应用分析 

韩明明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江苏连云港 

【摘要】 目的 观察品管圈在 COPD 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我院实施品管圈活动时间节点（2020 年 6 月 1 日我

院实施舒适改革），将其分为实施前和实施后，各 34 例，观察实施前后患者依从性及满意度。结果 实施前后患

者依从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实施前患者依从性为 70.59%，实施后患者依从性为 100.00%，

且实施前后满意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实施前总满意度为 79.41%，实施后总满意度为 97.06%。

结论 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吸功能锻炼而言，品管圈活动的开展效果显著，可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同时

对患者的满意度提升也有一定帮助，所以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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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compliance of COP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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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QCC) on compliance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in COPD patients.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time node of our hospital's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June 1, 2020, our hospital implemented comfort reform),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4 ca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P < 0.05).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was 70.59% and 100.00%,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was 79.41% and 97.0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the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is significant, can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so it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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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发病率相对

较高的病症之一。该病在现有临床研究中的发病率在

不断提高，多数患者发病之后会表现出显著的临床症

状[1]。尤其是在呼吸功能变化上更是比较显著，因而在

患者管理过程中应该做好其呼吸功能锻炼，以此帮助

患者改善病情[2]。通过相关研究分析发现，以品管圈活

动管理能够为该类患者管理提供帮助，对患者自身的

呼吸功能锻炼有一定帮助，同时也可以在患者管理过

程中提高患者管理依从性，为患者自身的管理质量控

制提供了帮助[3-4]。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观

察品管圈在 COPD 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中的应用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慢性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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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性肺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我院实施品管圈活

动时间节点（2020 年 6 月 1 日我院实施舒适改革），

将其分为实施前和实施后，各 34 例。其中，实施前男

17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42.63±0.22）岁。实施后

男 22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41.58±0.21）岁。纳入

标准：①患者已经被确诊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②患者没有其他并发症及不良反应。剔除标准：①患

有其他并发症疾病，如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②

研究中途数据脱落或退出者。患者资料对比无差异（P
＞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实施前采用常规管理，实施后采用品管圈活动，

具体如下：①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制定活动圈名。

参与活动的成员由我院呼吸内科专科医师以及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护士组成，其中，包含 2 名主任医

师，2 名主管护师，3 名护士。②制定主题，结合患者

管理要求，制定患者管理主题，且同时制定目标。具

体如下：1）患者无法正确呼吸；2）患者有意识改善

呼吸功能；3）目前科室内还没有建立相关流程。所以

在后续管理中，应该做好管理目标，改善患者呼吸功

能，提高患者依从性，降低患者不良反应。③拟定活

动计划书，依照品管圈活动开展要求，制定活动计划

书。同时进行现场调查，记录引导呼吸功能锻炼的基

础信息，并且设定本次活动目标。即对活动的目标价

值、现状价值、改善价值、现状价值等作出分析。④

做好原因分析，从患者管理着手，做好患者管理的计

划制定分析，并且对患者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做好

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准备工作，然后建立相关的流

程指引，以此为患者功能锻炼管理提供依据。并且该

过程中应该做好健康教育、心理干预等评价，并且要

反复验证功能锻炼改善的可行性。⑤效果确认，经一

段管理后患者管理效果有明显改善。其中，患者管理

的依从性有显著提高，整个活动开展圈的达标率

97.06%。 
1.3 观察指标 
①依从性=依从人数/n*100.00%。②满意度，以患

者量化评分为主，做好患者的测评分析。十分满意=评
分≥85 分；满意=评分≥65 分≤84 分；不满意=评分≤64
分。总满意度+十分满意+满意/n*100.00%。 

1.4 统计学处理 
选择 SPSS19.0 统计学软件，以 n（%）作为计数

资料检验依据，以 x2 检验，以（ x ±s）作为计量资料

的检验依据，采用 t 对其校验，差值为（P＜0.05），

表示有意义。 
2 结果 
2.1 实施前后患者依从性对比 
实施前后患者依从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实施前患者依从性为 70.59（24/34）%，

实施后患者依从性为 100.00（34/34）%。 
2.2 实施前后满意度对比 
实施前后满意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实施前总满意度为 79.41%，实施后总

满意度为 97.06%，见表 1。 
 

表 1 实施前后患者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施前 34 10（29.41） 17（50.00） 7（20.59） 27（79.41） 

实施后 34 13（38.24） 20（58.82） 1（2.94） 33（97.06） 

χ2  0.591 0.534 5.100 5.100 

P  0.442 0.464 0.023 0.023 

 
3 讨论 
当前社会发展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率在

逐年提高，很多患者发病之后会表现出一系列的临床

症状。其中，呼吸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的患者管理过程中，就需要帮助患者改善呼吸

功能，完善患者的呼吸功能锻炼[5]。品管圈活动作为常

用的管理方法之一，将其作为该类患者的管理方式，

能够突出患者管理针对性，对患者的整体管理水平提

升有一定帮助，所以可推广到临床。本研究证实，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管理中，开展品

管圈活动能够提高患者管理质量，对患者自身的病情

控制有一定帮助。在给予患者管理后提升了患者呼吸

功能锻炼依从性，为患者管理的水平提升奠定了基础。

患者护理的依从性对比结果显示，实施前后患者依从

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实施前

患者依从性为 70.59（24/34）%，实施后患者依从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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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34/34）%。同时患者满意度对比结果显示，

实施前后满意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实施前总满意度为 79.41%，实施后总满意度为

97.06%。可见，品管圈活动开展对该类患者管理的价

值较高，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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