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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
朱宗霞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100085）

【摘　要】目的：探讨精细化管理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相关工作提供参考。方法：将 80 例住院近两年的精神
病患者按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管理，对观察组患者进行精细化管理措施，并对两
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在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精细化管理在精神科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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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是医院的一个重要科室，因为精神科的主要特点是

行为和思维异常，所以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比较困难。精细化护

理管理举措属于先进的护理模式，在医院护理服务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精细化管理的本质是对护理过

程的细化和优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极致精细护理思维模式。

本文就精细化管理在精神科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

详细的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精神科收治的 80 例患者，临床分型分别

为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的 31 例偏执型、30 例青春型、19 例

紧张型患者。患者及其家属知情权研究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患者被分为研究组、参照组。两组患者的数量是相同的。研究

组内（40 例）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8.90±10.25）

岁：参照组中男性 20例，女性 20例，平均年龄为（50.72±9.84）。

两组数据比较结果可比（p>0.05）。

1.2 方法

对参照组的患者，实行日常护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对研

究组实行精细化管理模式，主要包括：第一，完备人力资源。

主要目的是优化精神科护士的工作经验和学历结构，实行护士

长、护理组长、责任护士的分层负责制，发展灵活的科室。优

化精神科护士教育学历结构，分层使用，灵活调配科室，实行

护士长、护理组长、责任护士分层负责制。护士长科室各方面

进行监督，及时向责任护士指出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

护理组长提出改进措施并监督落实，护理组长每天对病房内所

有患者进行考核，指导督促科室护士做好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工

作，确保工作的落实。强化精细化管理理念，强调质量源于精准：

一是做好宣传教育、教育和培训工作，邀请律师讲授法律知识

和防范医疗纠纷，组织省内外医院参观学习细节管理经验；其

次，回顾了近年来我院精神科发生的各类医疗差错和医疗纠纷，

对事件精细化管理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在精神科的

精细化管理过程中，“精”就是精益求精，实现精神科的精细

化管理和服务。“准”是指准确，如精神科药物的用量一定要

准确；“细”是指每一次护理操作的服务精细化、执行精细化、

管理精细化；“严”，就是要控制护理中的差错和偏差，严格执

行各项操作标准和相关制度；二要深化精细化管理理念。定期

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新知识指导、相应法律知识、争议分析纠

纷案例护理培训，使护理人员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安全护理意

识，能够按照要求的标准进行护理操作。精细化管理最重要的

特点是标准化管理，程序化和制度化管理是标准化管理的主要

步骤和重要手段。护理管理者不断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细化

操作标准，使精神科管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落实“三全”

管理办法，即对所有人员、各类仪器设备、医生、护士、技师

进行管理，建立护理风险预警制度，细化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可

能承担的风险，规范急诊、危重症抢救程序和操作规范，强化

精神科医务人员的细节意识，强化护理过程的可控性，明确责

任到位：第三，严格做到精准、细致、严谨、准确规范，加强

医患密切合作，严格规范护士护理行为，提高沟通交流能力；

四是实行规范化管理。护理管理者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

高操作标准，使精神科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依。在细化

护理管理期间，规范了抢救操作和标准，建立了精细化三全管

理方案案例。预防和控制护理风险，及时发现护理过程中的潜

在危险，确定危重患者的急救方案：第五，由于护理人员往往

工作工作压力较大，护理过程中身心疲惫，很容易导致护理差

错。因此，在实施精细化管理护理的护理过程中容易形成各种

误区，严格管理急救药品等：六是做好管理物品和环境护理。

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定时开窗通风，有助于安抚患

者的情绪。病房内避免尖锐物品，定期检查并记录。第七，加

强护理人员的管理。这项措施适当地增加单位护理人员的数目，

以应付实际需要，并协助他们分担工作任务，有效地减轻了现

有照顾者的精神压力。同时，要提高人事选拔制度标准，不断

加大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专业水平，尽量避免工作失误，给医患双方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第八，加强病人管理。同时，护理人员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

状态，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一旦发现患者情绪失控，要及时

采取措施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第九，完善医院规章管理制度。

首先，规范护理操作流程，确保护理流程的全面性、延续性和

流畅性，要求所有护理人员严格按照流程工作；二是大力推行

审核制度和奖惩制度，用好工作量化表，观察护理人员的工作

表现，对表现突出的给予奖励，对不符合审计要求的给予严肃

处理。最后，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完善监督管理体制，

在部门内成立专项监督小组，对各岗位工作进行督查，并定期

召开部门例会，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九，建立统一的科

室物品管理标准，为患者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病房环境，可以

有效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使患者更快地适应治疗环境，有助

于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护理人员要做好病房管理，严禁病

房内出现尖锐物品，定期检查病房环境，并做好记录，防止意

外事故的发生。

2 评价标准

观察并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护理、

消毒隔离、病情观察、健康教育、三基考核、病房管理等，满

分均为 100 分，护理质量越高，得分越高。此外，进行病人对

护理的总体护理满意度统计。

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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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情况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情况如表 1所示

3.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 [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 满意 总体满意度

研究组 40 25/13 38（95.00）

对照组 40 20/8 28（70.00）

x2 9.01

p ＜ 0.05

4 讨论

精细化管理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根据临床护理工作的发

展，完善科学性全面性管理措施，从而更好地解决临床护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使患者体验到更高水平的护理服务，是人文

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精神科的临床护理还存在许

多不足，这是不良事件和暴力行为的根源。精神科临床护理工

作的精细化管理，不仅降低了工作失误率，而且为患者和护理

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患

者的康复。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可以对一定时期的护理风险

进行评估和预测，从而减少护理风险发生率的发生。在本研究

中，精细化管理观察组的护理质量和对日常管理护理的满意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精神科护理中，

细化管理措施的实施，可以提高护理工作工作效率，提高护理

工作的针对性和规范化，显着减少护理失误问题。精细化管理

把刚性制度和柔性管理制度结合起来，明确护理人员的职责，

使护理操作行为更加严格和规范。。

其实，精细化管理是常规管理的升华，属于科学的理念，

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患者提供优质舒适的护理服务。

在日常工作中，按照规范程序开展工作，做好心理指导、健康

教育、生活护理、药物护理、环境护理护理等工作。在提供更

好的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医院的竞争实力，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保持医院的长远发展。此外，在精细化管理中，护理人

员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使护理工作更加细致，满足患者

的诸多身心需求，也是提高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精细化管理

可以提高护理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是精细化管理理念、管

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创新，实现从被动工作向主动工作、从繁

忙复杂向规范有序、从满意任务向“零差错”的转变，是全面

提高服务效能的必然选择。每一个人、每一个岗位、每一天、

每一个地方在精细化管理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都与

护理工作的细致、复杂、繁琐性相适应。通过精细化管理，有

效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识别能力，要求护理部每月对风险进行

评估，采取有效措施，并将评估结果护理人员护理部、护理质

控小组和全体护理人员。精细化管理有助于提高护理，精细化

管理思想源于科学的管理理论，精细化服务质量是现代管理的

必然要求，是以常规管理为基础，将常规管理引向深入的基本

思想和管理模式。精细化管理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即科学规范

解决问题，通过细化、量化、标准化、精益化、规范化、流程化、

规范化、精准规范化、准细化、严要求，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

护理岗位要求、每一个工作流程、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中，做

到工作到岗、责任到人，使护理单元精准、高效、协调、持续

运行。结果显示，精神科的整体护理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精

细化管理可以提高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医院作为服务性行业，

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患者和家属的认可，就必须通过加强管

理来提高医疗质量。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规范护理行为，把

精细化管理和为患者提供精细化服务作为重要内容来抓，规范

护理人员仪表仪容和服务用语，运用于精细化服务过程。精神

科管理工作是医院管理工作的窗口，要求护理管理工作精准化、

精准化，努力做到零失误、零差错，满足患者需求，提高患者

家属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研究结果表明，实施精细化管理后，

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5 结语

护理管理者通过精细化管理，树立新的管理理念，在细微

处为其他医务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通过医院建设的创新性举

措，调动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为心理疾病患者

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降低护理风险。因此，将精细化管理

应用于精神科护理工作，是落实预防为主，实施护理细节控制，

促进护理管理的重要手段，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提高护理质

量，真正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无缝、专业化、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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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水平比较情况（ x ±s）

指标 研究组（n ＝ 40） 参照租（n ＝ 40） t p

基础护理 92.14±2.37 80.24±1.27 6.70 ＜ 0.05

病情观察 93.20±2.19 81.25±2.33 4.30 ＜ 0.05

消毒隔离 90.22±3.47 78.31±1.98 8.92 ＜ 0.05

健康教育 94.71±2.05 80.02±2.11 6.74 ＜ 0.05

三基考核 95.68±3.02 76.88±2.02 7.33 ＜ 0.05

病房管理 95.90±3.36 79.83±1.20 6.59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