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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提高全子宫切除术的盆底肌肉训练
准确率中的运用研究
牛梅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银川  750000）

摘要：目的：探究品管圈在提高全子宫切除术的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中的运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宁夏医科大学

总医院进行全子宫切除术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的护理方法，
实验组患者予以品管圈护理管理方法。在实验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盆腔肌肉训练准确率、性生活质量评分及家庭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分析，得

出相应的研究结果。结果：实验组 50 例患者中，准确率为 48（96.00 %）、不准确率为 2（4.00 %）、家庭功能评分为（78.84±3.32）分、性

满意度评分为（93.32±3.34）分、性态度评分为（90.03±2.86）分、性交流评分为（91.14±2.88）分、性反应评分为（93.23±3.11）分、

性焦虑评分为（83.32±2.43）分。实验组患者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性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及家庭功能评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全子宫切除术患者中应用品管圈护理方法，可以较为明显的提升患者的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实现患者性生活

质量的有效提升，保障患者的家庭功能，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可以在临床上进行相应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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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进

行全子宫切除术的1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的护理

方法，实验组患者予以品管圈护理管理方法。对照组中，子

宫肌瘤患者22例，宫颈疾病患者12例，子宫腺肌症患者13例，

其他患者 3 例；开腹全子宫切除术患者 23 例，阴式全子宫切

除术 27 例。实验组中，子宫肌瘤患者 21 例，宫颈疾病患者

13 例，子宫腺肌症患者 12 例，其他患者 4 例；开腹全子宫

切除术患者22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28例。在实验开始前，

对所有的患者进行一般资料的对比分析，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P ＞ 0.05，可对比。对两组患者进行实验全过程的讲解，确保

所有患者和家属对实验过程的全面认知，并且自愿签署实验

知情书。

纳入标准：能够适应手术的全过程；患有宫颈病变或者

是子宫良性疾病；自愿参与实验的全过程，独立完成调查问卷。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盆腔疾病；患有精神疾病；存在恶

性肿瘤以及便秘脱肛的患者；正在接受其他系统治疗疾病的

患者。

1.2  方法

对两组患者全面开展盆底肌肉训练的方法，在开始手术

前，医护人员需要采用指套食指对患者的肛门进行探测，指

导患者进行肛门收缩，收缩时间为 3 s，然后慢慢放松，重复

进行该项训练，确保患者充分掌握收缩和放松的方法，持续

时间为半小时，每次 2 个单元，每个月为 1 个疗程。患者在

出院前全面掌握训练方法，后续做好患者的跟踪随访。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由护理人员对患者进

行全面的训练督促，确保全过程尊重患者的隐私，确保对患

者开展健康指导和管理。

实验组患者采用品管圈护理管理方法。（1）成立品管

圈护理小组，由专业的护理人员参与，护士长为组长。作为

品管圈成员，需要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责，实施不同人员的全

面培训，整个品管圈管理过程，需要人人参与，所有人员都

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每隔 2 周开展 1 次活动，详细记录活

动内容并在后续的会议中进行问题的处理。（2）采用头脑风

暴的方式，分析研究全子宫切除术患者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

的影响原因，规范护理流程，由科室专业护理人员参与，做

好护理人员的系统训练。（3）品管圈管理过程，先制定盆底

肌肉训练流程，组织科室内护理人员开展培训操作，在完成

培训后，进行培训过程的评分，确保所有人员都能够达到技

术要求。操作演练的过程，需要由品管圈组长进行后续的培训，

做好沟通能力的培训，逐步提升宣传力度，保障患者的饮食

管理和控制，注重保暖护理，防止患者受凉。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性生活质量评分及

家庭功能评分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需要

全面统筹分析，得出准确率和不准确率。对于两组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共 5 个指标，每个指标评分为 100 分，

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越高。对两组患者家庭功能

进行评分，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家庭功能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0.0 软件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用（%）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

t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

实验组患者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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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对比分析 [n（%），x±s]

组别 n 准确率 不准确率 家庭功能评分

对照组 50 38（76.00） 12（24.00） 64.43±2.17

实验组 50 48（96.00） 2（4.00） 78.84±3.32

χ2/t 3.012 3.634 3.661

P  ＜ 0.05  ＜ 0.05  ＜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

实验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 ＜ 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析（x±s）

组别 n 性满意度 性态度 性交流 性反应 性焦虑

对照组 50 82.21±2.11 76.67±1.76 73.34±1.56 78.83±2.13 77.76±1.54

实验组 50 93.32±3.34 90.03±2.86 91.14±2.88 93.23±3.11 83.32±2.43

t 3.009  3.679  3.640  3.195  3.226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生活变得越来越不规律，我

国的女性子宫肌瘤及宫颈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提升，通过手术

虽然可以实现女性子宫疾病的全面治疗，但是可能会对患者

的家庭功能及性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临床上主要是

采用盆底肌肉训练的方式，逐步改善患者的家庭功能，提升

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如果患者没有进行准确的训练，可能会

导致训练的结果受到影响 [1]。

盆底肌肉训练能够实现盆底交感神经兴奋性的抑制，强

化盆底肌肉的能力，实现患者心理压力的改善和缓解，另外

通过该项训练，能够实现阴道肌肉的紧缩，实现患者盆底功

能的康复，更好地发挥出治疗和保健的作用，目前已经在临

床上广泛的应用 [2~4]。通过指导子宫全切除患者开展盆底肌肉

训练，可以实现患者盆底血液循环的提升，保障患者盆底肌

群的弹性，缩短术后排尿及肛门排气，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实现患者身体的及时康复 [5~6]。

品管圈方法的应用，需要首先组建相应的品管圈管理小

组，有团队成员对患者的盆底肌肉训练进行管理，针对患者

的具体情况，进行训练准确率的控制，开展系列管理活动，

逐步规范护理人员的工作方式，提升患者的训练准确率，结

合后续的巩固训练，逐步改善患者的身体情况 [7~9]。在开展品

管圈工作的时候，需要首先对护理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提

升护理能力，逐步改善科室的整体护理质量，全面开展健康

宣教，保障患者的依从性 [10~11]。在本次实验中，实验组患者

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性生活质

量各项评分及家庭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品管圈护理方法在全子宫切除术患者中的应

用，可以较为明显的提升患者的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实现

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有效提升，保障患者的家庭功能，具有良

好的应用效果，可以在临床上进行相应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谢娟 , 范惠萍 , 陈晶晶 , 等 . 盆底肌肉训练在全子宫切除患者延

续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国妇幼保健 ,2014,29(34):5639-5643.

[2] 韦娟 , 齐娟 , 马春美 , 等 .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前列腺电切术后

患者盆底功能训练依从性中的应用效果 [J]. 当代护士 ( 上旬

刊 ),2020,27(1):181-183.

[3] 罗秀明 . 延续护理联合盆底肌功能锻炼在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中

的应用观察 [J]. 基层医学论坛 ,2019,23(8):1165-1166.

[4] 谢娟 , 范惠萍 , 陈晶晶 , 等 . 盆底肌肉训练对全子宫切除患者家

庭功能的影响 [J]. 疾病监测与控制 ,2017,11(4):276-278.

[5] 谢玉香 , 施爱贤 , 陈兰转 , 等 . 广泛全子宫切除术后围术期

盆底肌肉功能锻炼对膀胱功能恢复的影响 [J]. 中国实用医

药 ,2012,7(28):37-38.

[6] 蒋妮娜 , 路启芳 , 谢婷婷 , 等 . 盆底肌肉训练配合心理干预

对年轻子宫全切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J]. 山西医药杂

志 ,2016,(13):1531-1533,1534.

[7] 冯小萍 . 品管圈在提高全子宫切除术的盆底肌肉训练准确率的应

用 [J]. 吉林医学 ,2015,(14):3194-3194.

[8] 林小美 . 全子宫切除术后进行盆底肌锻炼对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

与家庭功能的效果 [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15,(29):4498-4500.

[9] 段晓丽 , 晏玫 . 品管圈在提高孕产妇盆底肌锻炼依从性中的应用

[J]. 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5,(5):714-716.

[10] 范惠萍 , 谢娟 , 陈晶晶 , 等 . 盆底肌肉训练对全子宫切除患者康

复的作用 [J]. 现代医学 ,2014,(11):1379-1381.

[11] 谢娟 , 范惠萍 , 陈晶晶 , 等 . 盆底肌肉训练在全子宫切除患者延

续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国妇幼保健 ,2014,(34):5639-5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