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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提高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满意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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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采用品管圈管理措施，进一步提升患者满意度，改善其精神

状态和生活指标。方法 针对 80 例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为对象，疾病就诊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截止于 2022 年 9
月的患者，可以通过 1:1 的方式进行平均数分组，对照组为常规管理，观察组为品管圈管理，对比治疗成果。结

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较高，和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在护理人员考

核优良率上，，观察组也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采用品管圈管理对于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的

管理水平更高，能结合患者病情特点实施护理指导，提升了患者及其家属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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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long-term inpatients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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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this experiment, quality control circle management measures will be adopted for 
long-term inpatients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mental state and life indicators. 
Methods 80 long-term inpatients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the duration of treatment was 
from Octo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The average group was divided by 1:1. The control group was under routine 
manage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under quality control circle management, and the treatment outcom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nursing staff assessment,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management has a higher management level for long-term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It can implement nursing guida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conditions,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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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精神科患者的人数多，且多有并发症、

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的问题，在传统的护理指导中，护

理内容简单，缺乏有效的护理指导，特别是对于长期

住院患者的管理水平不足，由此，我们要探索新的管

理方案[1-3]。品管圈则是实现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发放，

能够在相互启发、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改善工作内容

和程序，这也是同一工作场所人员自发形成的品质管

理小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科室医疗管控工作，服务

于患者的康复治疗。在品管圈管理中可提升护理人员

的专业技能、管理水平，也是护理工作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源泉[4-6]。鉴于此，针对 80 例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

为对象，疾病就诊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截止于 2022 年

9 月的患者，对管理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 80 例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为对象，疾病就诊

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截止于 2022 年 9 月的患者，可以

通过 1:1 的方式进行平均数分组，所有患者均为男性。

*通讯作者：汪海霞 

https://cn.oajrc.org/�


张春香，汪海霞                                                   品管圈在提高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满意度中的作用 

- 127 - 

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是 31-65 岁，平均年龄 53.12±
4.33；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是 32-66 岁，平均年龄 52.01
±4.34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无明显

差异，组间基线资料可比（P>0.05）。经过本院报备

医务科，并获取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开展。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管理，为住院患者提供治疗指导、

心理疏导以及用药指导，做好与患者的沟通工作，帮

助患者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防止出现情绪过度

激动，或者存在自伤、伤及他人的情况。 
观察组为品管圈管理，成立品管圈小组，由护士

长担任辅导员，发挥对护理工作的监督管理，并组定

圈员。其次，选定主题，可结合住院精神病患者的常

见问题、主要需求、工作不足进行改建，要进一步提

升患者的满意度，加强微笑服务和人性化管理。接着，

对当下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分析问题产生的原

因，了解是否存在患者投诉的情况，是否存在意外事

故，可结合头脑风暴法、鱼骨法进行整合讨论，在护

理人员方面，存在沟通技巧问题，缺乏对患者的人性

化关怀，在着装、沟通用词上不够规范，且对专科知

识的掌握仍然不够全面。从患者角度上看，患者缺乏

对疾病的正确认识，仍然有拒绝治疗的情况，同时，

患者由于精神症状而出现行为异常，对陌生的环境、

人，都存在抵触、恐惧等表现，故而需要一段时间的

适应。对于长期住院患者，在环境要求上较高。 
在确定以上问题后，则要有目标地提供解决措施。

第一，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专科培训和综合能力培训，

要求护士参与院内业务学习与考核，这对精神科的特

殊性进行强调，按照医院既定的服务标准和流程开展

工作，能够热情地接待患者，并熟悉患者的入院需求，

满足其合理诉求。第二，要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服务

态度，规范言行，强调文明用语和微笑工作，要提升

工作积极性。第三，要具有高度责任心，对患者的病

情变化做好详细记录，落实治疗情况。特别是对于封

闭式管理的病房，在与患者沟通中要关注其情感需求，

加强人性化关怀，了解其兴趣爱好，可组织下棋、读

报、手工制作等小活动，让患者参与到集体生活中。

要重视人性化服务理念的落实，处处体现以人为本，

如为患者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在节假日送上小礼品，

生日有来自医护人员的祝福和蛋糕等，帮助患者走出

疾病阴霾。最后，也要定期和患者取得联系，告知患

者病情变化的趋势和治疗方案是否有变化，及时沟通

问题，进行解决。 
1.3 评价标准 
本次调研将针对患者进行护理服务满意度调研。

在对患者的调研中，可于其情绪稳定状态下进行问卷

发放，涉及四个方面内容，分别是服务质量、护理技

能、工作态度、病房环境。如患者状态不佳，可延后

开展。在院内对护理人员工作考核中，通过对日常工

作的评估进行工作质量、能力上的评分，进一步改进

工作内容。 
1.4 统计学方法 
测验数据均在 SPSS22.0 中录入，计数资料为%，

此时将采纳的是卡方测定，另一种方式则为计量方式，

表现形式为（x±s），此时将采纳的是 t 检验。以 P
＜0.05 为度，若在该范围内，则视为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认可

度更高，和对照组调研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所示。同时，在护理人员考核优良率上，

观察组也高于对照组，即为 95.0%（38/40），对照组

则为 82.5%（33/40），差异显著（P＜0.05）。 
表 1 患者对医护人员护理工作满意度对比 [x±s，分] 

组别 例数 服务质量 护理技能 工作态度 病房环境 

观察组 40 22.67±0.98 23.46±1.76 23.98±1.22 24.09±0.22 

对照组 40 20.33±1.23 21.24±1.89 20.87±2.87 21.22±1.89 

t  2.342 3.099 3.729 3.724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精神科患者的病症以心理活动紊乱为特点，且不

容易控制，有反复发作的情况，不具有时间规律，这

也对护理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对于长期住院

的患者，其依然会受到环境因素、人员因素而产生情

绪上的波动，行为偏激，必须寻找合适的护理方案，

提升护理服务水平[7-10]。 
在开展品管圈活动后，降低了管理体制对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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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作的限制，能够发挥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结

合工作经验，提出管理改革的方式和方向，在转变护

理观念后，也形成了“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护理工作积极性提升[11-13]。在品管圈活动开展中，其

作为护理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可针对护理问题提出

针对性解决措施，也增加了护患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

解，及时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满足其合理需求，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突发事件的发生[14-16]。 
从本次调研中看，品管圈活动提升了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在持续

改进护理工作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新的规范和标准，

加强了对护理人员的再教育，提升了综合能力水平和

专业技能，更好地与患者建立沟通，提升工作效率[17]。

品管圈的开展也结合了多种方法，如头脑风暴、鱼骨

法，对问题的梳理也更为详细，在提升思维能力、意

识观念上也有很大的进步，激发了一线护理人员的管

理意识，团队合作能力、组织沟通能力[18]。在现有资

源上改善护理工作流程，如优化病房安全的检查制度、

落实整体护理方案，加强护士业务能力培养，落实交

接班制度、隐患物品登记制度等等，同时也为患者的

病区环境安全性提供了保障，在患者文娱生活中也提

出了可行性方案，为患者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支持。 
综上所述，采用品管圈管理对于精神科长期住院

患者的管理水平更高，能结合患者病情特点实施护理

指导，提升了患者满意度，对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加强

了监督检查，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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