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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全国护理工作会议再次组织实施了以“患

者、医生、医院、社会与护士均满意”为基本目标，以

“提供更加全面、优质服务，夯实、强化基础护理”为

主题的“创建优质护理护理服务工程”活动 [1]。全国各

级医院均在结合自身实况，贯彻并严格落实此活动纲领

的基本知识与理念，最终目的在于提升临床护理工作效

率，深化护理服务广度与深度，使所开展的各项护理工

作，均能切实做到贴近社会、临床与患者。该文基于

“创优”基本要领，指出了先进行试点，然后加以推广，

最后再全覆盖的整体护理管理路径，以此来全面、深入、

系统化地提升护理服务质量，现报道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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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的护理管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管理

基础上再施加护理管理新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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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新模式应用于医院优质服务中具有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医院优质服务；护理管理；新模式

Application of new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hospital quality service
Yuting Zhu

Haibowan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ai City, Inner Mongolia 016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ode and effect of the new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the high quality 

service of the hospital,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new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and improve the 

high quality service management of the hospital.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received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Surgery of the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new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management. The effects of nursing 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cos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high quality service of the 

hospital can improve the medical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high quality service of the hos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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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在医院外科接受

过临床护理管理的 1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的护理管

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管理基础上再施加护理管理新模

式。观察组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为 21~71 岁。对照组

男 30 例，女 20 例；年龄为 22~72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结果具有可比性。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的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患者

在常规护理管理基础上，应用护理管理新模式，具体如

下：（1）实施责任包干、加强整体护理。科室根据护理

人员的实际情况、工作能力为护理人员安排相应工作，

给每名护理人员安排 7~8 名患者的护理服务任务，工作

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负责病情危重、护理操作

复杂的患者。年青的或经验相对缺乏的护理人员负责病

情较轻、护理操作相对简单的患者。护理人员对患者的

护理服务实行责任负责制，对患者的护理实行 24h 负责

制，期间交接班时护理人员做好交接工作，确保给患者

提供优质的连续性的整体护理 [3]。（2）护理人员和医生

共同查房。在医生查房时，责任护理人员需参加一起查

房，查房过程中，医生将患者的病情状况、需要进行何

种护理及时告知护理人员，而护理人员在与医生查房的

同时也可将患者的病情变化的动态信息、出现的一些特

殊情况及时反馈给医生，达到及时交流与沟通的效果，

这对患者的治疗及护理非常有利。（3）通过护理信息化

建设，移动护理实现前移护士站。通过前移护士站，适

当性缩短护士服务半径，有利于增加护理人员与患者沟

通、接触的机会，使护士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患者病

情实况、治疗情况及功能锻炼情况，便于更好地开展有

针对性的康复指导。另外，需要给每组护理人员配备一

辆带电脑的多功能护理移动车，建立流动护理站，将护

理站前移至病人床边。该护理车集治疗、护理、护理电

子病历书写及信息查询于一体。车上配备护士用品，方

便护士随时取用 [4]。（4）建立全面的床旁结算系统。首

先，全面建设床旁结算系统，构建一站式医疗综合支付

结算平台，患者无需到医院的收费窗口排队，在病区护

士站就可完成入院登记、医保登记、缴费、医保结算、

办理出院手续等业务，大大降低患者来回奔波及排队等

候的时间，全面优化就诊流程。（5）对护理人员进行弹

性调配和弹性排班。为了能够切实强化护理服务工作的

实效性，在实际工作中，需摒弃以往的“三班倒”模式
[5]，实施弹性调配和弹性排班。在具体排班过程中，护理

部根据科室业务量及风险的大小配置护理人员，各科室

需要固定部分专科护士和经验比较丰富的资深护士，其

他经验相对缺乏的护士实行弹性调配，对住院病人增加，

危重病人多的科室，护理部会及时调动工作能力强、经

验丰富的资深护士到该科上岗。科室对护理人员实行弹

性排班，对护理业务高峰期和重点时段需要增加护理人

员，进一步确保护理工作的安全性。

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并进行比较，通过问卷调

查的方式统计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

不满意等，非常满意率与满意率之和为满意度。统计两

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并进行比较。统计两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费用，并进行比较 [6]。

4. 统计学方法

选择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100%，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 90%（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35（70.00） 10（20.00） 5（10.00） 45（90.00）

观察组 45（90.00） 5（10.00） 0（0.00） 50（100.00）

χ2 3.34

P 0.00

2. 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比较（d，x±s）

组别 住院天数

对照组 5.59±0.65

观察组 3.29±0.78

t 2.54

P <0.05

3. 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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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比较（元，x±s）

组别 平均住院费用

对照组 2460.03±125.28

观察组 1637.06±56.79

t 1.68

P <0.05

三、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

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加上老龄化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

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病人数有所增加。然而，随着医疗卫

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护理部门成为了各大医院的重要部

门之一，承担着科室患者的护理服务任务，研究表明，

优质的护理服务对患者的治疗及康复具有积极意义。目

前，医疗卫生知识得到了广泛普及，人们对健康的要求

越来越高，也对护理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这就给护理

工作带来了较大考验 [7]。

传统护理队伍具有不稳定、护士压力大及配备不合

理等情况。基础护理为开展临床各项治护工作的基础前

提，同时还是直接影响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的核心环节。

开展三级护理管理体制，能提升基础护理服务质量。护

理质量为医院质量的关键构成。所谓优质护理服务，实

际就是自患者入院至出院的全过程，均提供周到、专业、

人性化的服务 [8]。通过对护理工作的优化，激励护积极

性，增强其工作主动性，另外，强化其工作职责，增强

护理职业技能，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为患者安全提供

切实保障。研究结果证明，护理管理新模式在医院优质

服务中显示出优势，可以显著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医疗质

量，提高患者康复率，改善患者与医院的关系 [9]。而且

这还可以减少患者的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减轻患者的

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 [10]。此外，在医院优质服务中使用

护理管理新模式应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需要结合患

者的具体情况来对症下药。对于外科而言，护理管理新

模式具有十分良好的效果。将护理管理新模式运用于医

院优质服务，可以优化护理工作，激发护士积极性，增

强工作积极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护理管理新模式的实施可减少患者的不良

反应，提高其护理满意度，能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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