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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疗小组中品管圈模式在提高外科静脉留置针规范固定中的应用效果

张 利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金堂医院胃肠外科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探究静疗小组中品管圈模式在提高外科静脉留置针规范固定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23年 5月至 6月胃肠外科静脉留置针输液患者 95例为研究对象，静疗小组按照护理模式分为对照组（常规模

式，n=49）和观察组（QCC 模式，n=46）。比较两组不规范固定原因及规范率、两组留置针留置天数并统计两

组患者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固定规范率与对照组规范率分别为 93.47%、77.55%（P<0. 05）。观察组静脉留置针

留置时间（3.25±1.25）长于对照组（2.29±0.94）（P<0. 05）。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满意度分别为 81.63%、95.65%，

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结论 静疗小组中品管圈模式的应用可以提高外科留置针固定规范率，

并延长了留置时间，有利于改进护理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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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quality tube ring pattern in improving the standard fixation of the intravenous nee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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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pattern in improving the standard fixation of surgical intravenous
needle. Methods 95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needle infusion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from May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mode, n=49) and observation group (QCC mode, n=46). Compare the reasons
for irregular fixation and the standard rate, the days of the two groups and count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fixed standard rate of the observed group was 93.47% and 77.55%, respectively (P<0.05). The duration of
intravenous needle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25±1.25)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29 ± 0.94)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81.63% and 95.65% respectivel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tube circle mode in the static therapy group can improve the fixation rate of surgical welling needle, and extend
the indwelling time,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static therapy group; quality tube ring pattern; surgical intravenous welling needle; standard fixation;
application effect

静脉留置针是目前临床普遍使用的输液工具，穿

刺时将外套管和针芯一起刺入血管，当套管进入血管

后，抽出针芯，仅将柔软的外套管留在血管中。此输

液工具比头皮针留置时间长，可减轻患者反复穿刺的

痛苦，保护患者血管，有利于病情危重病人的抢救和

血管条件不好的婴幼儿输液，同时也减轻了护士工作

量[1]。但是在临床工作中还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比如

因固定不规范而导致针管脱出需重新穿刺或穿刺点红

肿、渗液等。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就

是由相同、相近或互补性质的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组

成数人一圈的小圈团体（又称QC小组，一般 6人左右），

全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来解决文化、

工作现场、管理等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及课题[2]。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3年 5月至 6月胃肠外科静脉留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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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患者 95例，静疗小组按照护理模式分为对照组（常

规模式，n=49）和观察组（QCC模式，n=46）。

纳入标准：（1）两组患者均符合静脉留置针输液

标准（皮肤无红肿、破损；避开关节活动处等）；（2）
凝血功能无障碍者；（3）自愿留置针输液者。排除标

准：（1）已存在其他输液管道；（2）患者不配合穿

刺。

1.2方法

对照组：（1）穿刺前评估：评估患者皮肤是否干

燥，是否红肿及破溃，避开关节及易活动部位。（2）
穿刺及固定：穿刺护士根据自身护理经验及基础医学

知识进行穿刺。等消毒部位待干后妥善固定，胶布避

免覆盖穿刺点及敷贴，写好穿刺时间及有效期。（3）
观察：输液前后及输液中及时观察无菌敷贴是否有卷

边，脱落等现象，及时处理。

观察组：（1）实施 QCC 模式：成员自发自愿加

入静疗小组，组员中包括主管护师、护师等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的护士。讲解 QCC模式的概念及流程。（2）
培训：由静疗小组组长对科室人员进行培训相关知识，

包括规范固定的方法以及应对患者自身原因影响规范

固定的方法等。（3）穿刺前评估：穿刺前根据药物的

性质及输液疗程选择合适的部位进行穿刺。（4）穿刺

并固定：确定穿刺部位后，以穿刺点为中心，进行螺

旋式消毒；穿刺成功后缓慢退出针芯，软管留 2~3mm
在血管外；通畅后“U”型固定，打开输液夹。（5）观

察：输液前后及输液中及时观察留置针敷贴是否有卷

边或穿刺点红肿等情况。（6）解析：QCC 组员对现

有留置针存在问题进行剖析。

1.3观察指标

1.3.1 分析两组留置针不规范固定的原因及规范

率 。规范率=（总例数-不规范固定例数）/总例数[3]。

1.3.2统计两组干预前后留置针平均留置天数 由

护理人员记录留置针开始时间到拔除时间，并计算平

均天数。

1.3.3统计两组患者满意度 总分 10分，＜4为不

满意；5-8分为基本满意；10分为很满意；满意度=基
本满意+很满意[4]。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χ±s）描述，两两间使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采用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男 23例，女 26例，平均年龄（51.67±8.46）
岁；观察组男 21例，女 25例，平均年龄（52.36±8.73）
岁；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

可比性。

2.1两组留置针不规范固定与规范率比较

观察组固定规范率与对照组规范率分别为 93.47%、

77.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2.2 两组留置针平均留置时间

观察组留置针留置时间长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 05），见表 2。
2.3统计两组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满意度分别为81.63%、95.65%，

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见表 3。
3 讨论

临床有关 QCC模式应用研究较多，有研究将此模

式运用于静脉留置针发现，此模式的运用大大降低了

静脉炎的发生率，还激发了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8-9]。

本次研究结果具体表明观察组固定规范率与对照组规

范率分别为 93.47%、77.55%；观察组留置针留置时间

长于对照组，说明在 QCC模式指导下留置针固定规范

率大幅度上升，且延长了留置天数，与以往研究相似，

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同时能够分析留置针固定不规

范及留置时间短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问题的解决方法

[10-13]。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满意度分

别为 81.63%、95.65%，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 QCC 模式能提高患者对留置针操作的满意度，

QCC模式作为一种质量管理手段，现已成为医院服务

品质的重要抓手，其可以在医疗安全与技术上集思广

益，尽量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也可以满足员工自我

实现的需求，激发潜能，提升能力；改善与病人之间

紧张的医患关系，提高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服务满意

度，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同时节约医院成本，提高诊

疗的有效率。QCC模式能系统的培训相关护士留置针

操作及固定问题，护士能更有效地解决整个操作过程

中发生的问题，从而延长留置针使用时间，提高固定

规范率，患者减少了痛苦，满意度得到提升[14-15]。

综上所述，静疗小组中品管圈模式的应用可以提

高外科留置针固定规范率，并延长了留置时间，有利

于改进护理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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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留置针不规范固定与规范率比较 [n （%） ]

组别
留置针不规范固定

固定规范
敷贴覆盖穿刺点 未“U”型固定 患者活动度大、易出汗 胶布位置不当

观察组（n=46） 0（0.00） 0（0.00） 2（4.35） 1（2.17） 43（93.47）

对照组（n=49） 2（4.08） 3（6.12） 3（6.12） 3（6.12） 38（77.55）

χ2 - - - - 4.790

P - - - - 0.028

表 2 两组留置针留置时间比较（天）

组别 例数 留置时间

观察组 46 3.25±1.25

对照组 49 2.29±0.94

t - 4.059

P - ＜0.001

表 3 两组满意度比较 [n （%） ]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很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9 9（19.36） 23（46.94） 17（34.69） 40（81.63）

观察组 46 2（4.35） 8（17.39） 36（78.26） 44（95.65）

χ2 - - - - 4.555

P - - - -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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