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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思维管理理论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余新华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目的：研究与分析医院在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中采用细节性思维管理模式的具体应用价值。方法：随机抽选在医
院心内科接受相关治疗的患者，共计 54 例，收治患者的诊疗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1 月之间，将其随机平均的划分成为①
组（细节思维管理模式干预组）与②组（心内科普通管理模式干预组），各 27 例，试探讨分析两组患者在采用不同护理模式后，
其护理管理效果的具体比较情况。结果：①组患者在采用该护理管理模式后，其具体护理效果情况为：护理管理质量（92.33±2.41）
分、基础护理质量（90.02±3.11）分、护理总体评价（91.29±2.87）分，较②组患者护理管理总体情况更佳，（P ＜ 0.05），②
组患者的具体比较情况为：护理管理质量（81.02±2.47）分、基础护理质量（80.78±2.61）分、护理总体评价（81.89±4.57）分。
结论：在医院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中采用细节性思维管理的模式能够提高科室护理管理工作各方面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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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心内科患者的病情状况相比之下较为复杂，且患者的

病情也较为危急、严重，随时可能会产生生命安全问题，因此，

对心内科患者采取的护理管理干预措施对其治疗效果及生命

健康安全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随着医院心内科对护理管理

模式的不断改进与完善，越来越多优质化的护理管理模式被

应用于科室的护理管理工作中，医院心内科现决定在护理管

理工作中实施细节化思维管理的模式，其具体的应用价值及研

究内容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在医院心内科接受相关治疗的患者，共计 54 例，

收治患者的诊疗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1 月之间，将其

随机平均的划分成为①组（细节思维管理模式干预组）与②组

（心内科普通管理模式干预组），各 27 例，参与下列护理管

理模式研究的患者均未患有任何精神异常现象、且具备良好的

自我判断能力、无重大肾脏类疾病、均正在接受医院心内科采

取的相关治疗措施、患者家属均同意；患者年龄大小主要集中

在 51-73 岁之间，平均为（60.23±5.99）岁，患者资料差异

之间无意义，（P＞ 0.05）。

1.2　方法

1.2.1　①组（细节思维管理模式干预组）

（1）根据细节思维管理理论的知识内容，对科室以往的规

章制度进行相应的修改与完善，将细节化的管理干预措施落实

到科室护理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与各个阶段 [2]；对科室护理管

理工作指南、护理管理工作流程、管理规章制度、护理人员的岗

位职责管理、护理记录档案的书写以及护理措施的操作等各方面

的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将细节化的管理理论融入上述各个工

作环节中；加强科室护理人员对细节化管理理论知识内容的了解

与掌握，不断提升护理人员对细节话护理管理技巧的学习与掌

握，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更优质化的细节护理管理干预措施；

（2）了解与掌握该组每位患者的实际病情状况，并结合每

位患者的不同病情状况、治疗方案等多方面的情况为其制定个

体化、细节化的护理管理干预计划；针对每位患者 对自身病

情的了解与认知程度，向其阐述与讲解相关病理知识、治疗措

施及不同的治疗效果，增强患者对自身病情状况及治疗方案的

了解程度 [3]；针对部分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产生心理层面不良

情绪反应的情况，护理人员需要仔细分析导致其不良状况存在

的具体原因所在，并结合心理学的医学知识内容，为患者提供

不同的、科学性的心理干预措施；

（3）心内科住院治疗患者通常情况下会借助注射泵采取相

关的治疗措施，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注射泵的管理与监督，仔

细调整注射泵的注射速度、注射剂量等，随时对注射泵的具体

注射情况进行检查，观察注射泵液体的剩余情况 [4]；在对患者

实施静脉穿刺措施期间，建立静脉通路的时间应当严格控制在

十分钟以内，避免患者由于长时间的反复穿刺而产生不良症状

反应；

（4）除此之外，加强对科室护理人员工作安排与交接班的

管理，在护理人员进行交接班期间，严格核对每位患者的具体

情况与基本信息，不可出现任何差错，将具体的工作职责落实

到每一位护理人员身上；不断提高护理人员自身的安全责任意

识与防范意识 [5]。

1.2.2　②组（心内科普通管理模式干预组）

对该组患者将采用普通的护理管理模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软件 SPSS17.1 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比较结果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　结果

①组患者在采用该护理管理模式后，其具体护理效果

情况为：护理管理质量（92.33±2.41）分、基础护理质量

（90.02±3.11）分、护理总体评价（91.29±2.87）分，较②

组患者护理管理总体情况更佳，（P ＜ 0.05），②组患者的具

体比较情况为：护理管理质量（81.02±2.47）分、基础护理

质量（80.78±2.61）分、护理总体评价（81.89±4.57）分；

两组患者的具体比较情况如下表 1所示：

表 1 两组心内科患者具体比较情况

组别 例数 护理管理质量 基础护理质量 护理总体评价
①组 27 92.33±2.41 90.02±3.11 91.29±2.87
②组 27 81.02±2.47 80.78±2.61 81.89±4.57

P P ＜ 0.05 P ＜ 0.05 P ＜ 0.05

3　讨论

提高医院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的质量水平对患者的治疗效

果能够起到良好的辅助性作用；经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对患者

采用细节化护理管理的模式能够提升其护理管理工作的质量水

平，改善护理措施的具体效果，促进患者身体健康与病情的良

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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