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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探究分级护理管理对 ICU 重症患者护理临床疗效评价的应用。方法：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5 月的 ICU 重症患者 60 例

作为研究对象，依照数字表法将这 60 名重症患者依次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患者，对照组实施分级护理管理模式，

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模式，前后 ICU 重症患者护理临床疗效情况进行比较。结果：运用分级护理管理模式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程度和护理

质量分值均高于运用常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P﹤0.05）。结论：分级护理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增进医患关系，为患者带来益

处，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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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病房中，护理是 ICU 重症患者病情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因
素。虽然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治疗才是关键的一步，但是也不要小看
护理这一环节，往往很多治疗好了的重症患者病情又复发就是因为
后期没有护理好，所以护理也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1]。分级护理
管理这种模式是针对于患者病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一个划分不同
级别的护理模式，不同病情级别的患者采用不同级别的护理模式，
这样更能够有效促进患者的病情好转康复[2]。由于医疗科技的进步
与发展，医护人员对患者的护理不再是以往单调普通的护理模式，
根据临床研究推行出一种全新的护理模式[3]，这种护理模式能够有
效加强护理专业性和针对性。本文就是研究分级护理管理对 ICU 重
症患者护理临床疗效评价。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我们选取一个医院把里面 2012 年 3 月—2013 年 5 月的 30 例
ICU 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依照数字表法将这 60 名脑出血患者依
次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有 30 例，女 15 例，男 15 例，平
均年龄为（50.3±1.3）岁；观察组有 30 例，女 10 例，男 20 例，
平均年龄为（50.54±1.42）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明
显，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比较。 
1.2 方法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的 30 例重症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管理模
式，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分级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的分级护
理模式内容具体如下：①分划排班制度，每一天不管任何时间都应
有至少 2 名的护士留在患者身边，如果要在任何时间段都有护士值
班，必须合理规划好值班时间，早上 6：00～中午 12：00 这个时间
段 2 名护士，中午 13：00～下午 18：00 这个时间段 2 名护士，下
午 19：00～晚上 24：00 这个时间段 2 名护士，凌晨 1:00～凌晨 6:00
这个时间段 2 名护士。总共由 4 名护士构成，2 名一组，2 组进行
错班制度，不仅要保证患者的安全舒适，也要确保护士的休息时间。
②分划等级制度，因为 ICU 是重症监护室，相对于普通病房来说，
护士的要求也比较高，ICU 病房的护士必须是由高级护士和中级护
士组成的[4]，中级护士负责患者的日常护理，比如按时给患者吃药
打针之类的事情，高级护士则负责观察患者的病情，整理撰写患者
的病情资料等等。③培训专业制度，要对护士定期进行相关 ICU 并
中患者所需要注意的事项的一个相关的培训指导，因为 ICU 重者患
者大多不能自理，很多事到要靠别人替他完成，所以这就需要护士
的一个专业程度，能够通过患者的一个动作或一句话就能判断出患
者需要什么，还需要护士有更多的耐心来对待患者，从而提高护理
有效程度。 
1.3 观察指标 

①医护人员专门为患者提供一份护理满意度评价表满意度评
价表（由患者家属代替评价）由专业程度、护理态度、服务质量、
查房次数四个方面构成，总分低于 50 分为不满意，50 分～80 分为
一般满意，总分高于 80 分为满意，满意率＝（一般＋满意）/总例
数×100%，患者可以根据这份表来给医护人员打分。②根据 ICU
护理质量评估量表对两组进行质量评估，评估内容主要有护理专业

质量、护理文件质量和护理管理质量三个方面。 
1.4 统计学分析 

医护人员将采用 SPSS17.0 软件中进行统计数据处理。计量资料
的均数±标准差以（x

-

±s）来进行表示，用 t 检验，采用率以百分
比表示，用卡方检验，当 P＜0.05 时存在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程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为 93%,对照组满意度为 80%,观察组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见表 1 所示： 

组别 一般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10（33%） 18（60%） 2（7%） 93% 
对照组 16（53%） 8（27%） 6（20%） 80% 

[表 1]：两组护理满意程度比较表[n(%)] 
2.2 两组护理质量评估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各项护理质量评估分值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有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所示： 

[表 2]：两组护理质量评估效果比较（x
-

±s） 

组别 n 护理专业 护理文件 护理管理 
观察组 30 98.45±3.12 97.76±3.56 97.89±3.87 
对照组 30 81.65±2.12 80.34±2.87 80.02±2.32 

t 值  4.785 3.231 5.732 
P 值  0.001 0.001 0.000 

3 讨论 
ICU 重症患者大多数是不能动或者不能说话的，很有可能由于

护理不周就会导致患者生命安全得不到应有的有效保证[5]。分级护
理模式是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模式，它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总结问
题并处理问题。在本篇研究中，医护小组在护理过程中分划排班制
度、分划等级制度、培训专业制度、提高了护理安全性和患者满意
度。 

综上所述，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程度为 93%，高于对照组的 80%
（P﹤0.05），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估分值也高于对照组的护理质量
评估分值（P﹤0.05）,所以，分级护理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加强患者
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为患者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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