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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对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的效果分析 

徐晓会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人民医院  云南德宏芒市 

【摘要】目的 为有效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对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的应用效果作进一步探究，

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以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为研究时间，并择取期间内在我院治疗的留置导尿管或

胃肠减压管的患者中的 200 例作为临床研究目标，依照患者治疗时间顺序予以分组，常规护理的对照组（100 例）、

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的观察组（100 例），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展开研究，根据研究数据对比临床护理

效果。结果 统计研究表明，两组患者在采取不同的护理方法后，通过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措施的观察组患者导

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对比意义。结论 分析表明，品管

圈持续改进护理对留置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患者的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有显著降低作用，护理效果显著，

应用价值良好，对此护理方案建议推广应用。 
【关键词】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导尿管；胃肠减压管；滑脱率；应用效果 
【收稿日期】2024 年 10 月 23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1 月 28 日   【DOI】10.12208/j.jmnm.20240558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nursing on reducing the slip rate of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Xiaohui Xu 

Mangshi People's Hospital, Deh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Mangshi, Dehong, Yunnan 

【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lip rate of urinary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further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ursing in quality tube r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Taking the 200 patients treated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2023 with indwelling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patients'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100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are (100 cases) were studied from the slip rate 
of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and the clinical care effect was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study data. 
Results Statist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after adopting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slip rate of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varied 
significantly, P <0.05, which had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quality tube ring care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lip rate of urinary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in patients with indwelling urinary catheter or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tube, and the nurs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is good. This nursing plan is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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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当患者出现急性尿潴留时，就需要留置导尿

管[1]。留置导尿管其主要目的是用来解决突发且不能自

主排尿的情况，如手术的患者、危重患者的抢救、其他

不能自行排尿、尿潴留或者是尿失禁患者等常常需要

留置导尿管，来帮助排尿。导尿管滑脱可能是导尿管质

量问题、固定不当、操作不当、活动过多、导尿管堵塞

等原因有关，需要查明原因进行针对性干预。胃肠减压

管一般是针对胃肠道肿瘤术后以及肠梗阻发生时所放

置的胃肠管，常用于对肠梗阻、胰腺炎等疾病的治疗。

放置胃肠减压管的目的是将胃肠内的消化液和分泌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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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出，以减轻腹胀症状，促进肠功能恢复[2-3]。胃肠减

压过程中要维持管道正常位置，固定好减压管，防止胃

肠减压管脱落，管道脱落需要重新插管，避免影响治疗

效果。部分患者可能神志不清或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情

况，会有自行拔管的行为，一定要监督患者，以免发生

出血、穿孔等不良后果。在留置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期

间，护理工作对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非常

关键，寻找一种全面、优质、效率、安全的护理模式十

分重要。品管圈是持续质量改进，是为了提高工作质量，

本着自愿为原则，由工作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人员自发

组成的工作团体，以成员间的相互合作提出、讨论、解

决工作中的问题。近些年来，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广泛应

用品管圈，可提升护理质量，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有

效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由于常规护理的

作用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本文对 200 例留置导尿管或

胃肠减压管的患者采用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与常规护

理对照研究，对护理干预后患者的导尿管或胃肠减压

管滑脱率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200例留置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的患者

为研究对象，都于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进入本院

治疗，按治疗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00
例）。观察组患者男 58 例，女 42 例；患者年龄（30-
68）岁，均值（43.72±3.56）岁；对照组患者男 56 例，

女 44 例；患者年龄（32-67）岁，均值（43.55±3.74）
岁；两组数据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患

者都已明确知道研究过程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纳入标

准：无凝血功能异常；近期无发热、感染及高血压等疾

病；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先天疾病；严重心脑血

管疾病；肝肾等器官功能不足；严重精神障碍；语言障

碍；认知障碍；妊娠及哺乳期妇女；不愿配合研究工作。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临床症状，严格在无菌技术下

进行操作[4]。妥善固定导尿管，防止活动时牵拉造成尿

道损伤，尿袋位于膀胱之下，防止尿液反流，保持导尿

管通畅，导尿管部分脱出，不能随意送回，必须拔出重

新更换。保持胃肠减压管通畅，妥善固定导管，密切观

察导管是否因患者呕吐或下床活动而脱出，脱出后应重

新置管。随时注意观察引流液性质与量的变化，保持引

流通畅，注意负压器必须低垂于身体部位，有助于引流

液吸出。对护理过程中产生的相关问题，及时告知临床

医生，并进行及时有效处理，保证护理工作安全进行。 
1.2.2 观察组采用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 
（1）成立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小组。品管圈持续改

进护理小组的组建采用自愿参与的原则，参与品管圈小

组成员包括：圈长 1 名，副圈长 1 名，辅导员 1 名，其

余为圈员，所有组员详细分工，各自负责分管项目，确

定主题，制定护理计划，分析现状，对策实施，效果评

价，检讨改进。 
（2）确定主题。通过头脑风暴法，圈员投票确定圈

徽和圈名，按重要性、可行性、迫切性、圈能力等评估

确立主题为“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 
（3）制定活动计划。第 1-2 个月，拟定计划、确定

主题、现状分析、制定对策[5]；第 3 个月-4 个月，实施

对策；第 6 个月，效果评价，检讨改进。 
（4）分析现状。对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进行评

估，结果表明医护人员不掌握拔管指征、护理不当、患

者感觉不舒适、缺乏规范化管理等是导致导尿管或胃肠

减压管滑脱的主要原因。 
（5）对策实施。规范操作流程，加强留置固定导管

的培训，积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学习，整理学习内容的

相关资料，制作成册，结合情景模拟训练，加深记忆，

提高培训效果。提升护理人员责任意识，培养护理人员

责任心[6]。对于烦躁患者使用约束带，加强巡视，防止

发生脱管，胶带采用“工”字型固定[7-8]。导管长度预留

应充分。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详细讲解留置导管的目的

及注意事项，避免患者自行拔管。 
（6）效果评价。针对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

率的知识掌握情况，采用试卷考评。 
（7）检讨改进。由圈长定期开展品管圈持续改进护

理效果总结会议，指出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的不足，进

行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的过程中，整合分析两组不同护理方案

的效果，对两组患者的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进行

对比，以此作为研究价值体现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均运用 SPSS23.0 系统实行专

业分析，当中计数数据运用（x±s，%）代替，差别比

照运用 t、ꭓ2检测。若比照结果 P＜0.05，说明实验价值

显现。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比较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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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置管次数（次） 滑脱次数（次） 滑脱率（%） 

观察组 100 132 1 0.76% 

对照组 100 178 7 3.93% 

ꭓ2    5.26 

P    ＜0.05 

 
3 讨论 
非计划性拔管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的难题之一，不

仅会增加患者的痛苦，还易引发各种医疗纠纷，科学有

效的护理和防范十分重要。品管圈是品质管理的一种

模式，是指将工作性质相近或者工作性质互补的工作

人员自愿参与组建成一个团体，引导工作人员在实际

工作中运用科学统计以及品管手法充分发挥个人潜能，

通过分工协作及品管工具的应用，发挥团队的力量和

智慧，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实现提高工作质量的目标。

品管圈管理可操作性强、流程规范，能够充分发挥护理

人员的能动性，增强护理人员自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现代临床护理工作中对护理质量的改进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是通过组织圈活

动，确定主题，制定活动计划，分析现状，对策实施，

效果评价，检讨改进，实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9-10]。将

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应用于降低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

滑脱率的护理管理工作中，从不同维度出发探讨解决

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的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结合护理工作流程进行评估，确定降低导尿管或胃肠

减压管滑脱的主题，对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的发

生原因进行分析，选择最佳解决问题的措施，提高护理

工作质量，减少导尿管或胃肠减压管滑脱的情况发生，

降低脱管率，实现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在本次研究中，

通过品管圈持续改进护理措施的观察组患者导尿管或

胃肠减压管滑脱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效果显著，临

床价值、可行性较高，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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