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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目的：探究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护理中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的效果。方法：选择

我院2024.1-2024.12接收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80例，根据护理不同分组，对照组进行普通护

理，观察组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比较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后吞咽功能评估GUSS

量表数据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引发并发症的占比5.00%，明显比对照组的25.00%

低（P<0.05）。结论：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护理中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改善患者功能状

态，避免引发并发症，可以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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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e index system in the nursing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swallowing disorders. Method: 80 stroke patients with swallowing disorder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4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based on nursing car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eneral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e indicator 

system to compare the effects. Result: The GUSS scale data for swallowing function assess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00%,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25.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e indicator system in the nursing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swallowing 

disorders can improve their functional status and avoid complications, which can be referenc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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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病症不可逆转，发病概率非常高，患者

容易引发吞咽障碍等问题影响营养吸收，严重时直

接威胁生命安全。治疗护理过程中，护理质量是管

理的重要组成，设定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加强

管理，使护理质量评价向更加科学规范化发展。就

我国当前的发展来看对相关指标认识不足，缺乏成

熟系统的体系，因此必须立足原有实际，成立科学

完整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指导护理人员科学

工作，尽可能提升护理质量[1,2]。基于此，本次进

行临床分析，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护理中，根据临床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的应用进行研究，下面进行

报告总结。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指的是通过一系列敏感

性指标对护理质量进行评价和监控的系统。这些指

标能够反映护理工作的关键方面，如患者安全、护

理效果、患者满意度等，从而为护理质量的持续改

进提供依据。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护理中，应

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该体系能够帮助护理人员更加全面、系

统地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状态，从而制定更加个性

化的护理计划。通过对患者吞咽功能的动态监测，

护理人员可以及时发现患者吞咽功能的改善或恶化

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确保患者的营养摄

入和安全[3]。
其次，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的应用还能够促

进护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通过设定明确的评

价指标和标准，护理人员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

的工作目标和要求，从而在工作中更加注重细节和

规范操作，提高护理质量[4-6]。
此外，该体系的应用还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

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通过对指标的学习和掌握，

护理人员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护理工作的内涵和要

求，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同时，

通过对指标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护理人员还可以发

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和改

进。

综上所述，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在脑卒中吞

咽障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该体

系的应用，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评估患者的吞咽

功能状态，促进护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

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从而为患者提供

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2  一般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24.1-2024.12这一时间段接收的脑

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纳入80例，科学分组。对照组

40例，男26例，女24例，年龄57-82岁，年龄中位数

为（66.58±3.62）岁。40例为观察组，男27例，女

23例，年龄58-81岁，中位数为（67.74±3.76）岁。

选取标准：第一，入院进行身体检查，满足

诊断标准，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第二，院内审批同

意开展。第三，患者和家属了解研究，自愿参与，

签订责任书。排除因素：第一，合并精神障碍。第

二，合并严重的脏器功能问题。

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按照科室常规护理实施各项内容，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科学指导用药，加强饮食干

预，做好各项身体功能训练等。

观察组在护理过程中除了采取基础措施还应

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下面分析详细措施。

第一，构建体系框架。（1）成立小组。选择合适

的护理人员和临床医师，分别成立护理组和医生

组，在上岗前，护士长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培训，

护理质量管理部人员也需要统一指导相关内容。

（2）查找文献。通过多个网上平台查阅关键字，

检索文献资料，以循证分析为依据了解目前医院专

科护理指标应用状态，结合现有的理论基础，初步

拟定护理敏感指标体系框架。第二，专家专业咨

询。要求对省内三甲医院护理专家进行专业咨询，

咨询可以通过邮件和电话等多种形式开展，全面征

集专家意见，收集反馈结果。第三，确定具体体

系指标内容。对专家意见和反馈结果进行试运行，

立足实际，反复修改，最终确定。设定三级指标，

对日常护理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估，计算各项发生

率。第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临床应用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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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指标体系，根据小组应用情况，讨论总结，小

组成员自由发言，针对每季度的护理质量评价结果

进行分析，了解当下实施中的问题，讨论后提出改

进意见，使护理质量不断改进。

2.3  观察指标

（1）利用GUSS量表进行吞咽功能评估。

（2）记录并发症，计算发生率。

2.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分析使用SPSS23.0软件，数据检

验需要结合t。

3  结果
3.1  患者护理前后吞咽功能评估情况比较

表1 表1 患者护理前后吞咽功能评估情况比较表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40例） 11.23±2.42 17.69±4.27

对照组（40例） 11.62±2.25 15.31±3.42

t 1.374 4.637

P 0.081 0.0001

由上面表 1表 1的数据可知，护理前，两组患

者进行吞咽功能评估GUSS量表数据没有明显差

异。观察组护理后G U S S量表数据显示评分为

（17.69±4.27）分，明显比对照组高，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患者并发症引发情况比较

根据研究数据可知，观察组 2例引发并发

症，1例误吸、1例营养不良，合计占比5.00%，对

照组10例引发并发症，3例误吸、4例感染、3例营

养不良，合计占比25.00%，差异显著，具有统计

学意义。

4  讨论

在患者经历脑卒中之后，他们的神经系统可

能会遭受麻痹，这通常会导致吞咽障碍的问题。这

种吞咽障碍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还可能引发

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如吸收性肺炎和营养不良

等。由于脑卒中后病症的复杂性，护理工作变得

更加困难，因此对护理人员来说，在日常工作中对

吞咽障碍的管理保持高度的警觉和重视是至关重要

的。目前，在我国医学领域，针对脑卒中吞咽障碍

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尚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

鉴于上述种种挑战和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于

实际情况，构建一个统一的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

系。这样的体系将为临床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

有助于提升护理管理的质量，并确保为患者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护理干预之前，

观察组的吞咽功能评估指标数据与对照组相比并没有

显著差异。然而，在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吞咽功能

评估指标得分显著提高，达到了（17.69±4.27）分，

相比之下，对照组的得分仅为（15.31±3.42）分。此

外，在观察组中，仅有2例患者引发了并发症，占

比5.00%，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这表明，通

过科学有效的护理手段，可以显著改善脑卒中吞

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并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

生率。

综上所述，医院在为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提供

护理时，应当采取科学且有效的护理手段。同时，

临床合理地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可以显著

增强护理效果，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降低并发症

的发生率。这些发现和经验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广泛

借鉴和应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

的构建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在实际应用中，我

们需要不断收集和分析数据，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和护理效果进行指标的调整和完善。这不仅有助于

我们更准确地评估护理质量，还能为护理实践提供

更为科学的依据。

同时，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也是

影响护理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医院应当加强

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和综合素质，确保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护

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

服务。

最后，我们还应当注重患者及其家属的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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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通过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

需求和期望，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护理质量敏感指

标体系，提高护理服务的针对性和满意度。同时，

患者及其家属的反馈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和启示，推动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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