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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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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100 例在本院住院者为研究对象，随机

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品管圈，对比两组管理效果。结果 观
察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品管圈是一种有效的护理质量管理工具，能够促进护理团队的协

作，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增强患者满意度，值得在护理质量管理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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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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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s 100 in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addition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nage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s an effective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tool that can promote collaboration among nursing teams, improve 
nursing service quality, and enhance patient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widely applying in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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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医疗保健领域，护理质量管理是确保患者

安全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关键组成部分[1]。随着医疗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患者需求的日益增长，传统的护理

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护理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因此，创新的质量管理方法成为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的重要途径[2]。品管圈作为一种起源于工业领域的质量

管理工具，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医疗护理领域。通过团

队合作的方式，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参与到质量改进的

过程中，通过持续的监测、评估和改进，实现护理服务

的持续优化[3]。本文旨在探讨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

的应用，分析其在提升护理服务效率、改善患者满意度

以及促进护理人员专业成长等方面的作用。现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3 年 3 月-2024 年 3 月间在本院住院的 1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患者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41-87 岁，平均：64.55±1.36 岁，

对照组患者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42-86 岁，

平均：64.49±1.28 岁，医护人员男性 3 名、女性 7 名，

年龄 21-31 岁，平均：26.54±1.08，对比两组患者基本

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由护理人员根据既定职责

执行，包括对患者进行入院时的接待、提供健康教育、

协助术前准备、指导用药以及进行出院后的跟踪随访

等护理服务，确保患者在整个住院期间获得连续性和

标准化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品管圈活动，（1）建

立品管圈，确立一个由护理管理层领导的组织架构，负

责制定品管圈的实施策略和监督计划，选拔具有质量

管理意识和专业能力的护理人员组成小组，确保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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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能够互补技能和知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培训

和宣贯活动，增强护理人员对品管圈的认识和参与度，

从而增强他们的质量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小组成立

后，通过头脑风暴或投票的方式选择一个具体的改善

课题，并设定明确的改善目标。通过现状调查、原因分

析、对策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估等步骤，系统地分析和

解决选定的问题。针对本科室面临的挑战，综合考量政

策指导、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团队的执行能力，

通过集体讨论和投票的方式，确定小组的研究方向。对

患者进行详尽的基线资料调查，包括疾病类型、年龄、

性别等信息。分析我院历史误诊和抢救失败案例，识别

导致护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如设备不足、医护沟通不畅、

专业技能不足等关键因素。基于调查数据，提炼出影响

护理质量的关键问题，并集中力量进行改进。针对常见

护理质量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依据品管圈成

员的专业特长，合理分配临床护理任务和职责。（2）
制定工作对策，品管圈成员依据临床疾病分类、治疗方

案和护理重点指导原则开展工作。依据科室发展现状

设定目标，并结合个人专长调整工作模式，以适应本科

室的工作需求。设定每周一为固定会议日，团队成员在

此平台上交流意见，识别包括人员配置、临床护理挑战

等问题。通过集体讨论，旨在优化临床护理管理，提升

服务质量。在对策实施的每个阶段，采用 PDCA 循环

进行质量管理，指定专人负责数据收集与监控。若数据

显示措施效果不佳，将迅速重启原因分析，以便快速识

别问题并制定有效的改进策略。 
1.3 观察指标 
采用护理质量问卷调查表评估护理质量，该问卷

综合评估了护理态度、沟通技巧和护理技能三个关键

维度，每个维度都采用百分制评分机制，评分越高，越

能反映护理服务的高质量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5.0 软件统计结果，计量资料（均数±标

准差）t 检验，计数资料“%”卡方检验，P＜0.05 有差异

性。 
2 结果 
表 1 所示，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较高，相比对照

组，P＜0.05。 
表 1  比较两组护理质量（分） 

组别（n=50） 
护理态度 沟通能力 护理技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5.44±1.37 86.59±2.31 66.82±2.30 88.93±1.54 73.62±2.81 93.55±1.09 
对照组 65.41±1.26 73.21±1.06 66.76±2.15 76.52±1.01 73.58±2.36 88.46±1.13 

t 0.114 37.225 0.134 47.648 0.077 22.924 
P 0.909 0.000 0.893 0.000 0.938 0.000 

3 讨论 
品管圈是一种基层质量管理活动，由工作性质相

近或互补的员工自愿组成小团体，通过合作和集思广

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运用质量管理工具，解决工

作现场、管理、文化等方面出现的问题[4]。最初在企业

中用于提升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其核心在于激发员

工的参与意识和改善能力。近年来，这一管理模式因其

在提升团队协作和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显著效果，开

始在临床护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品管圈通过团队合

作，利用 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等质量管

理工具，鼓励护理人员主动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并实施

改进措施，从而持续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在护理管理中，

品管圈的应用不仅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还能促进护

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创新

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品管圈活动能够提升护理人员对

工作的热情和参与度，加深其对护理质量的认识和责

任感，进而提高整体的护理服务水平。品管圈的实施过

程通常包括确定活动主题、现状调查、原因分析、制定

对策、实施与检查，以及标准化和后续改进等步骤。在

护理质量管理中，品管圈活动的应用可以覆盖护理操

作、患者安全、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通过团队的努力

实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5]。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引入品

管圈活动，能够有效地应对并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

护理难题，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改善服务态度，

并增进护理知识的全面性[6]。 
通过这一活动，护理团队能够针对临床护理中遇

到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持续提升护

理服务的质量。品管圈通过集体智慧和团队力量，鼓励

护理人员积极参与问题的识别和解决过程，这不仅增

强了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和参与感，还促进了护理知识

和技能的共享，提高了团队协作的效率[7]。此外，品管

圈活动还强调了跨专业合作的重要性，通过不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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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医疗人员共同参与，可以更全面地解决护理问

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这种合作模式在改善患者结局、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减少医疗不良事件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通过跨专业合作，护理团队能够

为患者提供更全面、更连贯的护理服务，从而提升患者

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提高护理人

员对质量管理的认识，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在

临床护理实践中实现持续的质量改进[9]。 
品管圈活动通过其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操作方法，

为临床护理管理注入了强大的执行力和依从性。在这

一框架下，护理人员能够敏锐地识别护理过程中的潜

在问题，并迅速采取恰当的解决策略[10]。这种主动问

题识别与解决的能力，确保了患者健康需求和护理要

求得到及时且合理的满足，从而在护理实践中实现了

质量的持续提升。通过品管圈活动的系统性开展，护理

团队能够更加高效地响应临床护理中的挑战，推动护

理质量向更高标准迈进。 
文中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品管圈

通过团队合作，能够有效提升护理人员的参与感和责

任感，激发其主动改进护理质量的积极性。其次，强调

问题导向，通过数据分析和科学方法，能够精准识别护

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从而提高

护理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此外，通过持续改进机制，有

助于护理质量的不断提升，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品管

圈的成果分享和经验交流，促进了护理团队之间的知

识共享和技能提升，进一步提升了整体护理水平。另外，

品管圈活动通过采用头脑风暴和群体决策等多样化的

沟通方式，不仅优化了护理质量，还带来了无形的成果。

这些活动激发了护理人员的潜能，增强了他们的积极

参与度、创新意识和工作满意度。在这一过程中，护理

人员能够迅速识别并应对护理过程中的问题，积极寻

找并实施有效的解决策略，确保患者的需求得到有效

满足。此外，品管圈活动还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增强

了护士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扩展了他们的知识和

管理视野，不仅提升了护理服务的质量，还促进了护理

团队的成长与发展。 
综上所述，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显著

提升了护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团队合作和持续

改进，品管圈活动能够有效识别和解决护理工作中的

问题，优化护理流程，并促进护理人员的专业成长和团

队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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