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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在乡镇医院的应用效果观察

马丽亚

定西市安定区宁远镇中心卫生院　甘肃　定西　743019

【摘　要】目的：观察在乡镇医院中应用全科护理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于本院收治的患者 78 例

为研究对象，经电脑随机将其分为各 39 例的两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采取全科护理与常规护理，对比组间临床效果。结果：

观察组比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数据差异显著（P ＜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4.87% 和 76.92%，

组间对比，观察组更高（P ＜ 0.05）。结论 : 在乡镇医院中应用全科护理，有利于改善患者病情，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保

证护理质量，值得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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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医疗机构中，乡镇医院是重要组成部分，也可

被称为乡镇卫生院。由于乡镇医院不具备较大规模，因此仅

负责急诊救治普通危重患者及多科室的临床诊治。即便如

此，乡镇医院护理人员仍存在着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针对

现有情况，需提升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全科护理模式的实施，

有效融合了多种专业知识。因此，有效应用全科护理模式，

可辅助护理人员全面掌握各种疾病的护理措施，提升护理服

务质量，加强对患者的专业操作技术水平，保证治疗效果 [1]。

本课题围绕在乡镇医院中应用全科护理的效果展开分析，具

体内容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于本院收治的患者 78

例为研究对象，经电脑随机将其分为各 39 例的两组，本研

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观察组男性、女性各 20、19 例，年

龄 27—78 岁，均值（54.42±2.42）岁；对照组男性、女性

各 21、18 例，年龄 26—76 岁，均值（53.20±2.15）岁。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上无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主要实施生命体征密切监测及告

知相关注意事项等基础护理干预。

观察组：全科护理。第一，进行个性化干预。护理人

员在患者入院后，需对每位患者的基本资料及既往史全面评

估，为其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有效实施个性化护理服务。

第二，进行心理干预。护理人员可通过搭建护患渠道，与患

者创建良好的护患关系。要对患者长时间受疾病困扰而引发

的不良情绪充分理解，并对患者心理变化密切观察，给予患

者心理疏导，平复患者负面情绪，并多关爱和关心患者，增

强患者的信任，促使患者以良好的心态面对治疗，提升患者

治疗依从性。第三，实施健康教育干预。护理人员应为患者

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耐心解答，告知患者

自身疾病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并在患者治疗过程中，为患

者主动行疾病健康教育，若患者处于较低的文化程度，护理

人员应与其面对面交流，为其解疑释惑。第四，规范护理流

程。乡镇医院硬件设备有限，且护理人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

操作技能和专业知识，需不断提升护理人员整体素质。创建

护理规范化流程，经岗位加强培训，促使护理人员专业操作

能力逐渐规范，并经严格考核，提升护理人员的技能操作能

力和综合素质。第五，采取环境护理干预。由于乡镇医院不

具备良好的卫生条件和治疗设施，需有效开展护理干预，要

求护理人员在行护理干预时，需将病房清理干净，合理控制

病房湿度、温度，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第六，进行生活干预。

指导患者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保健意识，注意锻

炼指导，提升患者机体免疫力，并给予患者饮食指导，告知

患者多食用清淡食物，预防感染，降低疾病复发率。

1.3 评析标准

①使用 SF-36 生活质量评分表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

分进行评估，相关指标包括心理功能、情感职能、身体健康、

生理职能、健康情况、躯体疼痛、生命力及社会功能，各评

分与临床效果呈正比。②采用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共分为 3 个维度，非常满意≥ 90 分，

非常满意 64-89 分，不满意＜ 64 分，护理满意度与临床效

果呈正比 [2]。

1.4 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录入 SPSS19.0 软件，定数资

料用百分比 [n(%)] 表述，检验行 x2，（ ±s）表述定量资料，

检验用 t，当 P ＜ 0.05 时，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对比 78 例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比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数据差异显著（P

＜ 0.05），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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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比 78 例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4.87% 和 76.92%，

组间对比，观察组更高（P ＜ 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对比 [n(%)]

分组 例数
非常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 满
意

护理满意度
（%）

观察组 39 22 15 2 37（94.87）
对照组 39 16 14 9 30（76.92）

x2 5.185
P 0.022

3 讨论

乡镇医院的主要任务是急诊救治和基础疾病诊治，但

乡镇医院规模较小，且医务人员较少，导致医护人员工作

强度增加。来乡镇医院就诊的患者不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

局限于疾病治疗及护理，要求乡镇医院医护人员有足够的耐

心，对患者的疑问耐心解答。因此，护理人员有效开展护理

干预，对保证预后效果可起到重要作用。全科护理模式有效

融合了多专业知识，通过完善基础知识，降低护理人员工

作强度，保证护理服务质量，以此保证于短期内实现治愈。

全科护理模式的实施，是依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心理疏

导，维持干净、整洁的病房环境，并定期监测病情，给予针

对性干预，与此同时，良好融合保健干预与健康宣教，依据

综合临床要点，创建全面、科学的护理方案，为患者提供优

质护理服务，保证预后效果 [3]。本次试验主要对在乡镇医院

中应用常规护理与全科护理的干预效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

显示，组间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观察组更高（P ＜ 0.05）；

组间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 94.87% 更高，差异显著（P

＜ 0.05）。可见，全科护理可起到良好的干预效果，有效促

进院内提升护理质量，减少医患纠纷。全科护理在临床干预

中，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其主要特征为灵

活强、护理范围广，可积极作用于提升临床护理质量。通过

规范护理流程、集中培训等管理方式，转变护理人员服务理

念，提升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增强护理人员全科护理意识，

保证护理服务质量。

总而言之，在乡镇医院中应用全科护理，有利于改善

患者病情，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保证护理质量，值得临床

实践。

表 1 对比 78 例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s，分）

分组 例数 心理功能 情感职能 身体健康 生理职能 健康情况 躯体疼痛 生命力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9 84.61±6.42 83.78±6.79 86.49±7.13 82.56±7.85 85.10±7.62 84.54±7.39 83.41±7.39 86.25±6.91

对照组 39 72.25±5.20 73.14±4.57 71.05±5.46 75.25±5.49 74.26±6.18 72.31±6.10 75.20±6.38 74.50±5.68

t 9.342 8.118 10.736 4.765 6.899 7.784 5.251 8.20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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