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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肿瘤科护士应用分层团队管理模式对护理工作
质量的影响 

彭  红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肿瘤科  重庆  400012

【摘要】目的：探析肿瘤科护士在护理工作中应用分层团队管理模式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肿瘤科 40名护理人员

进行研究，按照随机均分的原则将所有护理人员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各有 20名。对照组中的护理人员选用

常规的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中的护理人员选用分层团队管理模式，护理结束后对比两组中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观

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和护理质量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肿瘤科的护理工

作中应用分层团队管理模式，有助于护理人员工作的合理分配，进而提高了护理效率以及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护理工作

的借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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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科患者群体数目庞大，医务人员尤其是护理工

作者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不仅难以为患者提供高质

量的护理服务，同时也加重了对护理人员的身心损害，

易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合理的分配

及管理，优化护理力量的调配，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保证各级护理工作高效、高质量的开展和完

成，不仅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增进护患之间的

关系，减少不良护患矛盾的发生，同时也缓解了护理人

员的工作压力，保证了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分层管理

是根据职称、职务、护理理论水平和技能水平等将护理

人员分成各类层次的一种优良的管理模式，也是目前护

理管理模式的一种发展趋势。本次研究选取我院肿瘤科

的 40名护理人员进行研究，其中 20名护理人员应有分

层团队的管理模式，旨在探讨分层团队管理模式在肿瘤

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现将本次研究内容进行如下

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9年 5月至 2019年 8月选取我院肿瘤科

40名护理人员进行本次研究，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

将所有入选的护理人员均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

组各有 20名护理人员，每组各负责对 30名患者进行护

理。观察组20名护理人员中，均为女性，年龄为22~47岁，

平均年龄为（34.6±4.6）岁，工作时长为 1~23年，平

均工作时长为（6.7±5.2）年；护理职称情况：2名主

管护师，8名护师，10名护士；受教育情况：7名为本

科学历，13名为大专学历。对照组 20名护理人员中，

均为女性，年龄为 22~49岁，平均年龄为（35.7±5.1）

岁，工作时长为 2~21年，平均工作时长为（7.2±4.9）

年；护理职称情况：3名主管护师，6名护师，11名护士；

受教育情况：5名为本科学历，15名为大专学历。两组

入选护理人员的年龄、工作时长、职称以及受教育程度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观察组根据入选护理人员的资历、职称、受教育程

度和实际的工作能力将其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及主管

护士等多个级别，各级别有其相应的护理工作内容和责

任。初级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及自理能力情况，

帮助患者完成生活照顾性的基础护理工作，主要包括患

者生命体征的常规测量及记录，对患者进行物理降温，

在患者治疗、检查及转运过程中负责护送，并负责护理

物品和仪器的清洁维护工作。中级护理人员需严格根据

护理规范和流程，完成对患者的各项基础性护理工作及

部分专科护理工作，同时负责分管患者的健康指导工作，

对患者的自理能力锻炼进行指导和帮助，参与科室内危

重患者的护理工作，负责科室内环境卫生工作，并为患

者制定安全性约束、防跌倒、防坠床等安全防护措施。

高级护理人员负责分管患者的各项护理和治疗工作及专

科护理指导，负责急危重症患者的护理，协助主管护士

做好科室持续质量控制，定期组织各级别护理人员进行

业务学习。主管护士主要负责统筹安排科室内的护理工

作，负责落实护理评估、制定护理计划、评价护理效果、

组织健康教育及指导出院患者，负责急危重症及疑难纠

纷患者等的护理工作，指导和监督其它级别护理人员的

工作，并负责与医师、医技及辅诊等其它人员进行团队

间工作的沟通和协调。

1.3 观察指标

对比接受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人员护理的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情况，护理满意度情况评价使用我院自拟的护

理满意度评分表，共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和

不满意四个评价维度，护理满意度 =（非常满意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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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对两组别

从服务态度、技能操作、健康宣教、安全管理、护理文

书及环境护理等方面进行护理质量的评价，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理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使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    ±s）表

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使用 x2检验，

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

观察组中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6.7%，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0 14（46.7） 9（30） 6（20） 1（0.03） 29（96.7）

对照组 30 5（16.7） 5（16.7） 11（36.7.） 9（30） 21（70）

p ＜ 0.05

2.2 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质量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在服务态度、技能操作、健康宣教、

安全管理、护理文书及环境护理等方面的护理质量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2。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质量对比（   ±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p

服务态度 97.43±5.44 82.35±4.82 ＜ 0.05

技能操作 94.84±6.11 81.44±5.73

健康宣教 91.34±6.19 79.37±5.32

安全管理 96.21±2.34 86.34±5.75

护理文书 91.27±5.73 82.64±5.37

环境护理 96.07±1.46 90.18±2.56

3 讨论
分层团队管理模式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和内容进

行了详细的分工，优化了人员调配，根据护理人员的资

历、职称、受教育程度和实际的工作能力和科室内实际

的工作需求，对护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及责任进行分层管

理和统筹安排，以合理的使用护理力量，最大限度的发

挥护理人员的作用，以达到提高护理效率和护理工作质

量的目的。团队内以主管护士为组长，初级、中级和高

级护理人员为组员，由主管护士统筹安排科室内的护理

工作，高级护理人员对其进行协助，并负责监督初中级

护理工作，发现护理问题，做出及时的应对；中级护理

人员定期汇报科室内护理工作，并帮助初级护理人员完

成难度较高的护理内容，保证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初

级护理人员主要负责基础的护理工作，并详细记录内容，

遇到护理问题或突发状况需及时向上级进行汇报。各级

护理人员分工明确，工作内容相互衔接，有助于显著的

提高护理效率，完善护理流程，提高护理质量，同时也

可有效的减少护理工作中的漏洞，减少不良护理事件的

发生。本文研究中施行分层团队管理模式的观察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同时护理质量

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科室内的护理工作中，根据护理人员

情况和实际的工作需求应用分层团队管理模式，优化护

理人员调配，加强护理人员之间的工作配合能力，由主

管护士牵头，各层级护理人员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可

显著的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并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情况，可取得确切的护理效果，推荐在今后的护理工作

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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