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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护理管理中运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从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肾
内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而观察组患者采用优质
护理管理模式，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各项护理质量指标均明显由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
良事件发生率方面，观察组患者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护理管理中的运用，
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临床指标，减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在临床中值得推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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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是临床重要的科室，每天都会接收大量的患者，且肾内

科患者大多病情复杂，存在较大的风险，对护理工作要求较高。常
规的护理模式系统性缺乏，在护理过程中容易发生不良事件，影响
护理效果。而优质护理管理模式，能够以患者为中心，落实护理责
任制度，有利于提升护理质量。本次研究为了探究优质护理管理模
式在肾内科护理中效果，以我院收治的 100 例肾内科患者为例，现
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资料均来自于我院从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1 月期

间收治的肾内科患者，共计 100 例。根据患者入院先后顺序，将其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中，包括男
性患者 31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区间在 22~69 岁，平均年龄（51.3
±5.9）岁，包括 12 例慢性肾病患者、16 例综合病症者、19 血液疾
病者、3 例急性发病者；观察组患者中，男性与女性患者比例为 29：
21，年龄 23~70 岁，平均年龄为（50.4±3.7）岁，包括 10 例慢性
肾病患者、15 例综合病症患者、14 例血液疾病患者以及 11 例急性
发病者。 

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无明显差异，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存
在，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办法，而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施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肾内科
护理目标及内容，总结肾内科护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不良事件，并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同时制定护理人员管理制度，组织相关护理
人员进行培训，帮助护理人员掌握相关护理知识，了解注意事项；

第二，全面落实奖惩措施，定期对肾内科护理工作进行评比，评比
指标包括护理人员工作状态、优秀事迹、护理能力等。对于护理工
作能力强、病区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低的护理工作者，应当给予奖
励；而对于反复出现护理差错的护理工作人员，则应该根据其工作
态度等，适当给予处罚，护士长应当发挥作用，及时与护理人员进
行沟通，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第三，在具体开展工作过程中，护
理人员必须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定时进行病房巡视，主动与患者进
行交流，了解患者的真实情况，帮助患者树立信心，采用主动护理
方式，消除患者不良情绪；第四，对于危重患者，则必须采取针对
性的护理办法，采用置管护理或床旁透析护理，确保护理质量。同
时，科室还必须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定期召集护理人员展开讨论，
针对工作缺陷进行及时调整，保证护理质量。 

1.3 观察指标 
根据病区管理、基础护理、分级护理、消毒隔离、消毒文书等

几项指标，对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进行对比。每项各 100 分，分数越
高，护理质量越高。 

统计两组患者出现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并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意义 
将两组患者相关资料录入到 excel 中，用 SPSS20.0 软件对所有

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数据采用标准差表示，通过 t 值检测；计
数资料采用 n、%表示，通过方差检验。P＜0.05 则表示差异明显，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对比： 
观察组患者在各项护理指标中，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组别 n 病区管理 分级护理 抢救物品 消毒隔离 护理文书 

对照组 50 85.9±2.1 87.4±1.8 84.3±1.3 86.2±1.6 85.2±1.4 
观察组 50 93.5±2.4 96.8±2.7 91.7±2.1 96.6±2.3 98.7±2.5 

两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中，共出现 1 例不良事件，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0%；

对照组患者中，不良事件共发生 6 例，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12.0%。
可见，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3 讨论 

肾内科疾病具有病情重、发病急等特点，患者心理、身体都会
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护理办法，则可能导致患者病
情加重，对患者生存质量造成影响。近年来，肾内科疾病患者不断
增多，而护患工作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医院必须提升对肾内科
护理工作的重视，减少护患纠纷，提升护理质量。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以患者为中心，总
结肾内科护理工作内容及特点，做好周密的前期准备工作，制定科
学的护理管理制度，对肾内科护理工作人员进行严格培训，增强其
责任意识，提升护理水平。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该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完善护理服务，定期回顾护理方案，予以完善。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 50 例患者实施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实施
护理后，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而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也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护理工作中的运用，不
仅能够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还能有效的提升护理质量，改善患者
生活水平，具有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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