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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检查路径的设计在医院特殊区域质控中应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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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医院特殊区域内应用护理质量检查路径设计的实施成效。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时段内，选取了我院 90 名在特殊区域科室工作的护理人员作为研究样本。将 2023 年全年在特

殊区域实施的常规护理质量检查视为对照组；而 2024 年全年在特殊区域采用的护理质量检查路径设计作为研究

组。对两组护理质量进行了详尽且系统的对比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在病区管理、专科护理服务、基

础护理实践以及护理文书记录这四个方面的评分均展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些差异在统计学分析上均呈现出显著的

意义（P＜0.05）。结论 在医院特殊区域的质控工作中引入护理质量检查路径，实现了护理检查流程的规范化与

标准化，进而显著地增强了护理质量的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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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design of the nursing quality inspection path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pecial areas of hospitals 

Lili Zhang, Chen Chen 

Tongliao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design of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inspection pathway in the special area of the hospital. Method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and selected 90 nursing staff working in special areas of our hospital as a research sample. Routine care 
quality checks implemented in special areas throughout 2023 were consider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sign of the 
nursing quality inspection pathway to be adopted in special areas throughout 2024 will be used as a study group. A detailed 
and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nduc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y group showed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scores of ward management, specialty nursing services, 
basic nursing practice, and nursing paperwork, and thes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nursing quality inspection path in the quality control work of special areas of the hospital has realiz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nursing inspection proces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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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护理实践环节中，护理质量成为护理管理

工作架构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

作用。它对于保障护理管理工作能够契合预设的质量

基准，并有效推动管理目标的圆满达成，具有不可忽视

的决定性作用[1]。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其目的在于解

决质量评判的难题，清晰界定质量标准的差异性，并以

此为基础对质量进行分级评价，以推动护理质量的持

续改进，同时确保护理人员的职业行为得到规范[2]。目

前，护理质量评估的核心策略在于实施护理质量检查，

该检查路径严格遵循既定的护理质量标准，以全面衡

量护理实践的具体成效[3]。对于医院内特殊区域科室而

言，护理质量的控制必须遵循极为严苛的要求和高标

准的准则。这些科室的管理特性显著、区域配置的独特

性，以及质控参与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加之对标准理解

存在的差异性、检查范围的不全面，以及检查流程重复

造成的效率低下等问题，均有可能阻碍临床工作的顺

利进行，从而引发护理检查结果的不稳定性，最终对临

床护理质量造成负面的影响[4]。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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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分析护理质量检查路径的设计在应用于医院特

殊区域的质量控制中所展现的成效，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聚焦于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时段

内，选取了我院 90 名在特殊区域科室工作的护理人员

（性别比例为男性 15 名与女性 75 名，平均年龄为

32.04±3.26 岁）作为研究样本。具体分组方面，将 2023
年全年在特殊区域实施的常规护理质量检查视为对照

组；而 2024 年全年在特殊区域采用的护理质量检查路

径设计作为研究组。所有纳入本研究的护理人员均需

充分理解研究内容，并已正式签署知情同意文件。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质量检查，研究组实施护理

质量检查路径设计，具体方法如下： 
（1）成立医院特殊区域护理与安全质量管理委员

会。针对医院的具体情形，建立了分层的三级护理质量

控制架构，其目的在于对护理工作进行全面而细致的

检查与管理。基于此，特别设立了护理与安全质量专项

管理委员会。此委员会承担着科学规划医院特殊区域

各项护理质量标准的重要职责，明确界定护理技术的

规范、操作流程以及常规准则等。另外，该委员会还需

对护理质量控制方案展开细致的审核与剖析，同时，对

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事件进行性质判定与妥善处理。 
（2）三级护理质量检查与管理。需规划年度质量

管理工作提案，待提案审核获得通过后，针对具体的工

作任务，将采用护理质量持续优化的策略来实施改进。

根据年度规划，委员会需适时对医院特殊区域的护理

质量评价标准进行更新，并开展相应的标准阐释工作，

以保障所有护理人员都能深刻领会标准内容，进而在

护理实践中积极且自觉地遵循执行。另外，医院特殊区

域原有的综合风险评估体系需持续优化，以确保其贴

合实际需求，同时，对护理风险及其预防措施采取科学

的管理手段。构建护理风险预警机制，旨在有效管控特

殊区域患者的护理风险。当患者被评估为护理风险较

高时，必须采取持续性的跟踪护理管理策略来应对。 
（3）护理部－片区护士长－科室护士长护理质量

检查路径。护理部门制定了监察体系与相应的督查方

案，明确规定需每周两次对特殊区域执行检查任务，运

用追踪管理法来强化质量监察，以保障患者为中心，达

成在时间维度、事件经过、操作流程、地理位置以及相

关人员上的全面质量管理覆盖。每月固定时间组织护

士长会议，会上将汇报包含护理质量检查在内的所有

工作进展情形。对于所收集的反馈意见中所指出的问

题，必须即刻采取相应举措加以处理，旨在促进护理质

量的不断提升。医院特殊区域在每季度举行全体护理

人员的集会，旨在收集、整合并深入剖析各科室提交的

质量信息，以此为基础，为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护理质

量控制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各片区护士长应严格履行

自身职责，对各自管理的区域实施详尽的巡查及指导，

以保障护理质量能够得到有效监控。此外，针对重点特

殊区域及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实施全面的追踪观察与

定点监控。一旦发现存在高风险的患者，护士长需增加

对患者的关注度，执行特别的护理追踪方案。护理人员

对患者风险所做的评估需受到高度重视，以确保所采

取的护理举措得以切实执行。科室护士长需承担起全

面检查本科室护理质量的任务，深入掌握高风险患者

的状况，对其护理流程进行详尽的追踪、审核与检查，

并为护理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支持。另外，需结合护

理人员的资历层级以及患者的具体病情等多方面的考

量，来进行排班安排的科学与灵活调整。科室应定期安

排护理人员参与研讨会，围绕疑难杂症案例、护理查房

实践及专科护理知识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总结过往

经验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策略。科室安排每半年对全

面护理质量控制活动开展一次深度的剖析与总结，并

形成一份详尽的护理质量工作报告。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的护理质量进行比较分析，涵盖病区管理、

专科护理服务、基础护理实践以及护理文书记录这四

个维度，每个维度的评分范围均为 0 至 100 分，得分

越高即代表护理质量越优异。 
1.4 统计学分析 
在本研究中，将收集到的所有数据均录入 SPSS 

23.0 统计分析软件，以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处理。对

于计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采用了 t 检验和 sx ± 的统计

方法。若所得 P 值小于 0.05，则认为该差异在统计学

上具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的病区管理评分为（95.49±1.11）分，对照

组的病区管理评分（97.81±0.99）分，t=14.798，P=0.001；
研究组的专科护理服务评分为（96.62±2.18）分，对照

组的专科护理服务评分（98.83±0.97）分，t=8.787，
P=0.001；研究组的基础护理实践评分为（96.25±1.15）
分，对照组的基础护理实践评分（98.36±0.74）分，

t=14.638，P=0.001；研究组的护理文书记录评分为

（95.47±1.33）分，对照组的护理文书记录评分（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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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分，t=18.883，P=0.001；相较于对照组，研究

组在病区管理、专科护理服务、基础护理实践以及护理

文书记录这四个方面的评分均展现出明显的优势，这

些差异均呈现出显著的意义（P＜0.05）。 
3 讨论 
护理质量检查路径设计的主要宗旨是即时监察护

理操作的实施品质，其目的在于削减护理流程中潜在

的风险因素及缺陷，据此提升患者接受护理服务的品

质感受，进而对患者的恢复过程产生正面效应[4]。此外，

该环节还旨在于深入对比护理实践操作与既定标准之

间的差异，深入剖析阻碍护理工作达标的关键因素，据

此识别出改进空间，从而为优化患者护理质量提供稳

固的基石[5]。 
本研究的结果揭示，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在病区

管理、专科护理服务水平、基础护理执行情况及护理文

件记录这四个维度上的评分均呈现出显著的优越性（P
＜0.05），这有力地证明了护理质量检查路径的实施能

有效提升医院特殊区域的护理质量。分析原因为在针

对医院特殊区域实施的质量控制活动中，引入了护理

质量检查路径，这有效地将一些复杂的护理评估指标

转化为量化的标准，原本抽象且庞杂的管理任务被细

化为清晰、可执行的管理步骤，显著提升了护理质量管

理工作的精确性和目的性[6]。依据医院特殊区域的实际

需求，进行了科学的区域划分，并确立了片区管理模式，

明确了各片区护士长对其负责区域内护理质量的详尽

监督与管理职责，确保了整个管理过程能够实现全面

且细致的精细化管理。这一措施的实施，有效减轻了护

理部集中应对问题的负担，使其能够分配更多时间与

精力，对各科室的护理工作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统筹规

划与指导，进而推动了护理质量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

制度化进程，显著减少了不规范操作行为的发生概率。

经由不间断的监督与检查机制，确保了各个工作环节

都处于严格的管理之下，这不仅促进了环节质量的稳

步提升，还带动了终末质量的显著改善，最终实现了整

体护理质量的大幅度提高[7]。引入护理质量检查路径后，

护理检查流程得到了显著的优化，该路径允许根据各

医院特殊区域的独特需求，实施精确匹配的护理专项

质量评估与检查措施。此路径条理分明，职责界定清晰，

检查内容详尽且具体，有效遏制了检查工作中的任意

性行为，保证了护理质控的全面覆盖与无遗漏管理，从

而建立起了持久有效的护理检查管理机制。该机制为

护理检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清晰的指引，极大提升了

临床护理人员对质量控制的关注度及工作责任感，从

而显著增强了护理管理的精准度，促进了工作效率的

优化[8-9]。实施护理质量检查路径后，护理人员的能力

得到了激发，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识别护理工作中的

薄弱环节，并提升了面对挑战时的应对策略，确保了特

殊区域护理质量检查各环节的紧密衔接与顺畅运作[10]。 
综上所述，引入护理质量检查路径至医院特殊区

域的质控流程中，促使护理检查步骤迈向规范化与标

准化，从而大幅度提升了护理质量的改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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