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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持续质量改进的规范化护理在伤口造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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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研究对伤口造口患者实施基于持续质量改进的规范化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期间，

选取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于我院就医的 60 例伤口造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已确认患者符合实验参

与条件，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配为 2 组，即对照组、观察组，分别在护理期间实施常规护理、基于持续质量改进

的规范化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伤口造口评分、生活质量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通过伤口造口量表（DET）评估伤

口造口情况，结果显示在干预 2 周后观察组 DET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生活质量方面，观察组在干

预后更高（P＜0.05）；不仅如此，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也明显较低（P＜0.05）。结论 将基于持续质量改进的规

范化护理用于伤口造口患者护理有良好效果，可促进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并有助于预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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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based on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on 
wound stomy patients.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60 patients with wound stom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patients met the experimental 
participation conditions, and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2 groups,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routine nursing and standardized nursing based on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were 
respectively implemented. The wound stomy scores,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wound stomy scale (DE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wound stom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2 weeks of intervention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fter intervention (P < 0.05); In addit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tandardized nursing based on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has a good effect in the nursing of wound stomy patients, which can promote rehabilitation,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help prevent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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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造口被广泛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如肠道梗阻、

腹腔内肠管吻合等，通过该术式可有效弥补不足，为患

者建立排泄代谢废物的途径。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

年大约有 10 万人接受伤口造口手术。由于伤口造口的

特殊性，在术后需要加强管理，否则将会有较高的并发

症风险，如造口感染、皮疹等，均会影响患者术后康复。

目前，伤口造口患者数量逐年增加，相关的护理难度较

高，如何对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是一大难点，

而且当前临床上对伤口造口患者[1]也无统一的护理策

略。基于此，在本次研究中便围绕基于持续质量改进的

规范化护理用于伤口造口护理的效果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的实施时间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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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选取 60 例伤口造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次研究

以对照实验形式进行研究，因此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配

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0 例并实施不同的护理措施。

对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对照组内包括

18 例男性、12 例女性，年龄范围 23-75 岁，平均（52.06
±4.14）岁；再如观察组，组内包括 19 例男性、11 例

女性，年龄介于 22-76 岁，平均（53.14±4.82）岁，对

比分析可见两组的基本资料无较大差异（P＞0.05）。 
纳入条件：①均为伤口造口患者；②沟通能力正

常；③患者、家属均对本次研究知情，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条件：①存在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②合并血

液或皮肤系统疾病；③3 个月内有糖皮质激素、免疫抑

制剂药物应用史。 
1.2 方法 
将于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重点对患者实施造口

清洁、心理疏导、健康教育。 
观察组内实施基于持续质量改进的规范化护理。 
①构建团队：为保障规范化护理团队的顺利构建

及有效应用，应在科室内成立规范化护理团队，由护士

长担任组长，小组成员为责任护士及经验丰富的护士；

组长组织成员系统性地培训，掌握伤口造口患者的临

床护理特点，同时还应构建明确的岗位职责并落到实

处；小组应对以往的伤口造口护理情况进行回顾性分

析，尤其应关注护理风险，明确常规护理模式的不足，

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措施。 
②持续质量改进：在护理期间，小组应制定目标，

小组成员应明确目标，基于目标商讨护理计划，还应根

据护理计划及目标的要求组织护士培训。落实护理计

划时，应加强质控，将质控贯穿于护理的全过程[2]。小

组还应每 2 个月召开 1 次讨论会议，围绕伤口造口护

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分析问题的原因、影响

因素，通过头脑风暴法进行分析并提出整改意见，于下

一循环中重点解决。 
③规范化护理的具体策略：在具体的护理策略中，

首先应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例如可优先通过口头宣

讲方式介绍伤口造口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可发放健康

手册，患者、家属均可经常翻看，再如还可制作相关动

画视频，于病房、走廊等区域播放，或者通过手机发送

至微信群、公众号；其次，在住院期间，应定时巡视，

了解、记录患者情况，基于其具体造口类型指导患者保

持正确的体位姿势，并重点检查造口部位情况，定期更

换敷料；最后，伤口造口容易出现并发症，一般需要对

造口处周围皮肤进行严格管理，保持卫生清洁，若有较

高的皮疹风险，可通过氧化锌软膏进行预防。术后巡视

时，还应评估是否需要进行造口扩张，以预防造口狭

窄，而且应注重及时更换造口袋。另外，应指导患者定

时翻身，保持皮肤卫生清洁。 
1.3 观察指标 
1.3.1 伤口造口情况 
通过 DET 作为评估工具，分值越低越优。 
1.3.2 生活质量 
选择造口病人生活质量量表（Stoma-QOL）进行评

估，评分越高越优。 
1.3.3 并发症 
统计比较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具体包括压疮、造

口感染、造口狭窄、皮疹。 
1.4 统计学处理 
对组内所有数据信息均进行统计学处理，将

SPSS21.0 软件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数据的统计学处

理主要围绕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进行，可分别使用

“%”、“ ͞x±s”表示，对于符合正态性分析的情况，

应分别通过“χ2”、“t”进行检验，如若数据间统计学

意义明显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伤口造口情况 
通过 DET 评估，在护理干预 2 周后，观察组 DET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 
2.2 生活质量 
通过 Stoma-QOL 评估，护理干预 2 周后两组患者

生活质量均有改善，其中观察组评分明显较高（P＜
0.05）。 

2.3 并发症 
据统计，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表 1  DET 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 2 周 
观察组 30 7.41±1.25 1.22±0.26 
对照组 30 7.51±1.47 2.96±0.34 

t 值  0.211 5.193 
P 值  0.84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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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toma-QOL 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 2 周 

观察组 30 51.26±7.16 84.21±5.06 

对照组 30 51.29±7.23 71.19±5.34 

t 值  0.312 11.371 

P 值  0.922 0.001 

表 3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压疮 造口感染 造口狭窄 皮疹 发生率 

观察组 30 0 0 1 0 3.33% 

对照组 30 2 1 2 1 20% 

χ2值      10.041 

P 值      0.012 

 
3 讨论 
伤口造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治疗方式，随着

伤口造口患者数量的增加，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相关

的护理需求明显增加。当前时代背景下，医疗领域发展

迅速，伤口造口患者在这一背景下有较高的护理质量

要求，因此需要不断优化护理对策，实施更加科学化、

规范化的护理干预。 
规范化护理是临床常用的护理模式，旨在提升护

理的规范化水平。由于伤口造口患者的护理需求较高，

加之伤口造口患者数量的增加，对规范化护理提出了

新要求[3]。本次在研究期间，探讨分析了基于持续质量

改进的规范化护理，在具体实施中，于科室内建立专门

的护理团队，注重明确改进目标、制定改进计划，并对

以往的伤口造口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中

的不足，结合现状及伤口造口护理特点制定改进对策。

在对护理策略的具体实施中，注重加强健康教育，可以

帮助患者纠正错误观念，树立自信心并提高自信心；而

且比较兼顾专业护理、并发症预防。如表 1 所示，在

护理干预 2 周后，观察组 DET 评分（1.22±0.26）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2.96±0.34）分（P＜0.05）。同时再

如表 2、3，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更优，并发症发生

率也明显较低（P＜0.05）[4-5]。 
综上，在伤口造口护理中应用基于持续质量改进

的规范化护理具有良好护理效果，还可预防并发症并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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