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在医院自然分娩的产妇均采用仰卧

位姿势，产妇从第一产程开始即处于仰卧位，使腹

部大血管受压从而导致子宫、胎盘血供减少，会对

胎儿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仰卧位分娩骨盆相对狭

窄，骨盆可动性受限，胎头下降时阻力增加，使产妇

产力减弱，产程延长［1］。相对于仰卧位，目前更提倡

采用自由体位分娩［2］。提高低危产妇自由体位执行

率是评价产科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品管圈指由

工作性质相似或相关的成员自愿以小组形式组织

起来，通过定期活动，由圈员主动提出、讨论并解决

与他们工作成效有关的各种问题［3］。本研究通过对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低危产妇自由

体位分娩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品管圈活动对

自由体位分娩结局及品管圈圈员能力的影响，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收集2016年11月—2017年
4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房分娩的低危

产妇 314例为对照组，2017年 5—10月产房分娩的

低危产妇 306例为观察组。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低

危产妇、单胎头位、骨盆内外测量无异常。排除标

准：妊娠期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及严重的心、肝、肾

等重要器官疾病。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两组年龄、体重、孕周、产次、病情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1.2 方法

对照组按照传统仰卧位卧床方法，观察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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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观察组（n=306）
对照组（n=314）

t/χ2值

P值

年龄（岁，x ± s）

28.7 ± 3.9
28.6 ± 4.1
>0.35
>0.05

体重（kg，x ± s）

62.3 ± 4.5
62.6 ± 4.7
>0.67
>0.05

孕周（周，x ± s）

38.5 ± 2.1
38.4 ± 2.3
>0.84
>0.05

产次［n（%）］

初产妇

214（70.00）
223（71.00）

>0.72
>0.05

经产妇

92（30.00）
91（29.00）
>0.69
>0.05

表1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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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执行自由体位。具体内容：①成立品管

圈小组，组内成员 11人，由护士长作为圈长。②组

织品管圈会议，要求圈员通过制作图文并茂的宣

传手册、放置自由体位相关用具［导乐凳及观察镜

（专利号：0052620）］、加强孕妇学校课程及相关活

动指导、合理化排班等，强化自由体位理念［4］。③
将自由体位活动纳入工作流程，定期对助产士进

行沟通技巧的培训、现场示范讲解并考核，与绩效

挂钩。

评价指标：①对比两组自由体位执行率；②对

比两组分娩结局：潜伏期、活跃期、第二产程时间、

催产素使用率、宫颈水肿，及分娩方式：自然分娩、

阴道助产、剖宫产；③品管圈圈员各项能力评价：包

括团队凝聚力、专业知识、责任心、沟通协调能力、

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工作热情及活

动参与度、运用品管圈能力，计分采用 1~10分。结

合圈员自评与背对背他评，取平均分［5］。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5.0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x ± s）表示，组间分析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2检验或者确切概率法检验，P ≤ 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自由体位执行率比较

对照组低危产妇自由体位执行率 52%，而观察

组低危产妇自由体位执行率 90%，超过了 86%的预

计目标值。

2.2 两组产程时间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产妇的潜伏期、活跃期

和第二产程时间均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

2.3 产妇剖宫产率、催产素使用率、宫颈水肿率比较

观察组自然分娩率较对照组升高（92.8% vs.
82.2%），剖宫产率（6.54% vs. 15.29%）、阴道助产率

（0.65% vs. 2.55%）、催 产 素 使 用 率（7.84% vs.

16.88%）、宫颈水肿率（5.23% vs. 10.51%）均较对照

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3）。
2.4 品管圈活动前后圈员能力对比

圈员参加品管圈活动后，结合圈员自评与背对

背他评取平均分，结果显示：圈员各项能力均得到

了显著提升（表4）。
3 讨 论

研究表明低危产妇在坐位、半坐位或站立时增

加胎头对宫颈的压力，有利于宫颈口张开［6］。产妇

站位时可使骨盆出口面积增加，子宫静止期压力增

加25~35 mmHg，这样有利于加速分娩，同时与仰卧

位比较，产妇总产程缩短［7］。剖宫产率下降，产程中

组别

观察组（n=306）
对照组（n=314）
t值
P值

潜伏期

301 ± 135
453 ± 161
14.386
00.001

活跃期

160 ± 71
210 ± 81
8.326
0.007

第二产程

41 ± 17
68 ± 26
5.126
0.020

表2 两组低危产妇产程平均时间 （min，x ± s）

组别

观察组（n=306）
对照组（n=314）
χ2值

P值

自然分娩

284（92.8）
258（82.2）

9.954
0.002

剖宫产

20（6.54）0
48（15.29）

8.252
0.004

阴道助产

2（0.65）
8（2.55）
1.313
0.049

催产素使用

24（7.84）0
53（16.88）

8.131
0.004

宫颈水肿

16（5.23）0
33（10.51）

8.280
0.038

表3 两组低危产妇分娩方式、催产素使用、宫颈水肿率比较 ［n（%）］

项目

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

专业知识

团队凝聚力

责任心

创新能力

工作热情及活动参与度

运用品管圈能力

活动前

6.77 ± 1.33
5.03 ± 1.25
6.08 ± 0.74
7.65 ± 0.70
4.51 ± 1.21
4.13 ± 1.01
6.01 ± 1.06
4.03 ± 2.03

活动后

9.30 ± 0.46
8.60 ± 0.91
9.01 ± 0.75
9.76 ± 0.45
8.64 ± 0.91
8.51 ± 0.92
9.01 ± 0.75
7.78 ± 1.21

t值
-5.517
-6.401
-7.936
-6.692
-7.747
-9.124
-6.471
-4.340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4 开展品管圈前后圈员能力评分比较 （分，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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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镇静药减少，阴道助产率减少。与仰卧位分娩

相比较，自由体位分娩第二产程平均时间明显缩

短，且减少了骨盆倾斜度，坐位使肛提肌向两侧扩

展，均利于分娩机转的完成。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潜

伏期、活跃期及第二产程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P < 0.05）。观察组进入第一产程后采取自由体位

可以使其身体放松，在产程中保持愉悦感，转移其

对宫缩痛的注意力，减少因精神紧张产生的宫颈水

肿，减少了催产素的使用率，使产程干预机会减少，

进而降低剖宫产率。

运用品管圈活动及循环改进法，挖掘根源缺

陷，优化流程，达到综合整治的目的，提高自由体位

分娩的执行率［8］。本研究通过运用品管圈原理和手

段在低危妊娠产妇中执行自由体位，是品管圈理念

在产科临床工作中的合理应用，显著提高了自由体

位执行率，并促进产程进展及自然分娩率，优化分

娩结局［9⁃10］，具有一定创新性及临床应用价值。同时

在品管圈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圈员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调整，其专业知识、团队凝聚力、发现并解决问题

等能力均得到很大提高，促进产科团队建设，有助

于今后更好落实产科质量管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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