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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医学的进步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的发展，人民对医疗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接受

疾病治疗外还希望可以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为适应时

代需求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优质护理服务在

临床中的应用也逐渐扩大。无缝隙护理是优质护理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无缝隙护理可使患者护理的各个

过程环环相扣，为患者提供更加系统与全面的护理服务，

也能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1]。为进一步

提高消化内科的护理质量，促进科室优质护理服务的开

展，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无缝隙护理在消化内科的应用效

果进行探究，现将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3 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

式选择 80 名消化内科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2021 年 7

月前入组患者为对照组，2021 年 8 月后入组的患者为研

究组，每组各 40 名患者。研究组有男性患者 26 人，女

性患者 14 人；患者年龄在 22 岁到 65 岁之间，平均年龄

（41.52±6.43）岁；消化性溃疡患者 15 人，胃炎 12 人，

胃食管反流病 10 人，炎症性肠病 3 人。对照组有男性患

者 27 人，女性患者 13 人；患者年龄在 24 岁到 63 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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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40.25±5.84）岁；消化性溃疡患者 13 人，胃

炎 11 人，胃食管反流病 9 人，炎症性肠病 7 人。纳入标

准：①患者符合消化内科疾病诊断标准，并且住院接受

治疗；②患者年龄≥ 18 岁；③无精神疾病史；④未合同

其他脏器或系统严重疾病；⑤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2]。排除标准：①癌症患者；②中途退出者；③

合并多系统疾病者 [3]。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 ＞ 0.05），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行消化内科常规护理，包括基础护理、用药

指导、生活护理以及健康教育、饮食指导等。研究组患者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无缝隙护理，内容包括：①成立无

缝隙护理小组，护士长为组长，高职称责任护士担任责任

护理组长，每个无缝隙护理小组共5名护士，根据护士的

职称、年资、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等进行高低搭配，每周

一次小组会议，对本周收治的疑难病例进行重点分析，找

个各护理环节肯能的漏洞，制定护理计划，探讨护理对策
[4]；②预排班，采取白班、夜班、中班带班制，每班由一

名高年资护士加一名低年资护士搭配，固定班次，每周工

作40h，一周一轮换，护士长进行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纠正与指导；③保障护理安全，责任护理组长带成员进

行护理查房，及时发现护理中的潜在风险，针对可能的问

题分析防范措施，落实健康教育工作；④小组成员定期培

训，提高护士消化内科疾病理论知识掌握水平，加强护士

应急反应能力，对患者护理过程中可能的漏洞进行弥补，

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升护理质量。

1.3 评价指标

护理质量评分：采用自制消化内科护理质量评估量

表对本次护理质量进行评估，该量表共包含 20 个条目，

分为基础护理质量、病历书写质量、病房管理、护理操

作、健康宣教等五个维度，每个维度 4 个条目，采用李

克特五点量表的方式进行评分，得分在 20-100 分之间，

分数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高。采用预调查方式评价了该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信度为 0.854，效度为 0.862，信度

与效度均符合要求 [5]。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住院

时间，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时间的差异。

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量表进行护理满

意度评价，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下表示非常不满意，

60-70分表示不满意，70-80分表示一般，80-90分表示满

意，90-100分表示非常满意。采用预调查方式评价了该量

表的信度与效度，信度为0.824，效度为0.817，信度与效

度均符合要求。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人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将收集的数据录入 Excel（2021）进行初

步的整理与分析。数据整理完毕后导入 spss 25.0 进行详

细的统计与分析。针对本次研究的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

型变量，进行组间数据比较时主要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

采用均值加减标准差（x±s）的形式表示数据。针对本

次研究的非连续型变量，采用频数（n）与百分比的形

式进行表示，对于本次研究的等级型变量，组间数据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P ＜ 0.05 表示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1 表示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评价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组患者护

理质量得分为（92.89±2.02）分，对照组患者护理质量

得分为（74.67±4.78）分，两组患者护理质量得分存在

显著差异（P=0.000 ＜ 0.01），研究组患者护理质量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如下表 1 所示。

表1　护理质量评价得分统计（x±s）

组别 n 基础护理质量 病历书写质量 病房管理 护理操作 健康宣教 总分

研究组 40 18.02±1.31 19.01±0.82 18.53±1.03 18.32±1.65 19.01±0.63 92.89±2.02

对照组 40 15.24±2.02 14.34±2.75 15.22±2.42 15.04±3.01 14.83±3.21 74.67±4.78

t 6.902 7.021 6.031 6.312 7.052 8.05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

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进行了统计比较，研究组患

者的住院时间为（5.88±1.62）天，对照组患者的住院时

间为（7.83±2.16）天，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存在显著差

异（P=0.000 ＜ 0.01），研究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显著少于

对照组。如下表 2 所示。

表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n 住院时间（d）

研究组 40 5.88±1.62

对照组 40 7.83±2.16

t 6.842

P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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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护理满意度统计

针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研

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5.00%，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为 75.00%，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00 ＜ 0.01）如下表 3 所示。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

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

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40
35

（87.50）

3

（7.50）

2

（5.00）

0

（0.00）

0

（0.00）

38

（95.00）

对照组 40
21

（52.50）

9

（2.25）

6

（15.00）

4

（10.00）

0

（0.00）

30

（75.00）

Z 8.902

P 0.000

3　讨论

无缝隙护理管理概念在 1989 年首次提出。无缝隙护

理最初的目标在于满足患者护理需求，提升护理满意度，

随着护理的发展，其内涵进一步完善。在无缝隙护理中

综合考虑了患者病情特点以及治疗方式等的差异，根据

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等为其制定全面的护理计划，

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分析患者护理风险及时采取措施

满足患者护理需求。在无缝隙护理中完善人员分工，对

护理成员进行护理内容分配，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与优

质的护理服务。

李兰兰，姜果等 [6] 将无缝隙护理应用于高龄腰椎骨

折手术患者中，有效缩短了患者手术时间，并且提高了

患者护理质量，促进了患者康复；张丹琦，张美霞，张

研宇等 [7] 将无缝隙护理应用于神经胶质瘤患者围手术期

的护理中，有效改善了患者的负性情绪，并且改善了患

者预后，提升了患者治疗效果，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杨

艳飞，林灿芬，黄玉等 [8] 将无缝隙护理应用于血液透析

患者治疗过程中有效降低了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

改善了护患关系，提升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本次研究

结果一以上研究内容类似。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无缝隙护

理显著提高了患者护理质量得分（P ＜ 0.01），护理质量

得分由（74.67±4.78）分提高到（92.89±2.02）分；通

过本次的无缝隙护理干预也显著降低了患者的住院时间

（P ＜ 0.01）， 平 均 住 院 时 间 由（7.83±2.16） 天 降 低 到

（5.88±1.62）天；本次的无缝隙护理干预也显著提高了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P ＜ 0.01）。

综上所述，通过对消化内科患者实施无缝隙护理可

显著提高患者护理质量，同时减少患者住院时间，提高

患者护理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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