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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患者与其他科室患者相比，在实际的护理中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就包括这一科室患者病情变化发

展速度较快，病情较为复杂，这也就为临床护理工作提

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1]。精细化管理在实际应用中重点

强调在护理管理中对精细化管理目标进行落实，通过对

岗位职责进行合理配备以及对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可以

保证护理管理质量得以大幅度提升，这对满足患者日益

增长的护理服务要求具有重要价值 [2]。为了对精细化管

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本文以本

院收治的 106 例心内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对比试

验，具体试验结果如下。

一、一般资料和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收治心内科患者 106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

者的收治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采用随机分组

原则对患者进行分组，常规组 53 例，实验组 53 例。常规

组最大 71 岁，最小 38 岁，平均（58.11±4.02）岁，男女

患者比例为 30：23；实验组最大 72 岁，最小 39 岁，平均

（59.19±4.11）岁，男女患者比例为 29：24 将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差异不明显（P ＞ 0.05），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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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2. 方法

（1）常规组

常规组在患者护理管理中，应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

就包括加强患者病情宣教工作，对患者饮食以及休息做

到正确指导等。

（2）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精细化护理管理进行患者的护理管理，

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①人员精细化管理：为了保证患者护理工作的顺利

进行，首先就需要对医护人员进行精细化管理，在实际

工作中需要将各类医护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排班，

确保整个护理环节能做到完美衔接，加强护理人员之间

的分工合作。需要对医护人员的行为举止进行规范，保

证医护人员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护理工作，对护理工作

的相关标准做到严格遵守，实现对护理工作的有关要求

做到积极落实。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按照规定期限加强护

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保证护理人员能准确掌握精细

化护理管理的有关策略，在实际工作中将全人管理以及

全程管理做到有效结合，并且在护理工作中需要对患者

的生理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做到重点关注，有效保证患者

身心健康。需将精细化管理贯穿到护理工作的整个环节，

从入院的就诊护理开始，对整个护理中的基础护理、药

物护理、饮食护理以及出院护理等各个阶段的工作进行

精细化处理，实现对患者的合理需求进行满足，使患者

的生命质量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对

陪护人员以及探视人员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求这部分人

员在医院内要做到禁止饮酒、吸烟、喧哗。

②安全精细化管理：在心内科的护理工作中，为避

免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以及安全隐患，就需要对患者

进行安全精细化管理。首先护理人员就需要对具有安全

风险的患者做到重点关注，进行安全防护设施的有效设

置。于医院内存在安全隐患的环境需张贴警示标志，就

包括需要在卫生间地面进行防滑垫的铺设，需在门槛上

贴上相应的警示标志，设备电源需要张贴禁止触摸的警

告，实现对不良事件的发生进行防范。与此同时，在实

际工作中还要加强科室的风险管理工作，需要对潜在的

医疗风险问题进行准确评估以及妥善处理，实现对风险

事件带来的损失做到尽量消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将工

作重点放于临床给药、防止药物渗漏等方面，并且需要

进行相应的预防方案以及紧急处理措施的制定，由专门

人员进行管理以及进行专项跟踪，通过对问题原因的深

入剖析，实现对护理质量进行持续性改进。

③护理质量精细化管理：对护理质量进行精细化管

理作为保证心内科医疗质量的核心所在，为了保证精细

化管理和护理质量提升能得到有效结合，在心内科护理

管理中，需要加强以下工作，第一进行系统全面的考评

标准以及考评细则的构建，对科室内的奖惩制度进行完

善，保证科室内各岗位人员的工作责任能得到全面落实，

第二需加强护理人员之间的自控以及互控工作，这样才

能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化以及高效化的护理服务，

在最大程度上对护理操作中的差错以及纠纷问题进行避

免，有效提高护理安全性。

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进行对比，主要包含护理文

书书写合格率、意外事件发生率并发症发生率这几项临

床指标。

4. 统计学分析

治疗结果采用 SPSS 21.00 软件进行分析、利用 % 表

示计数资料，行 x2 检验，当 P ＜ 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二、结果

实验组患者经过护理后，护理质量与常规组相比具

有明显优势，差异对比明显（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比较（n，%）

组别 n
护理文书书写

合格率

意外事件

发生率

并发症

发生率

常规组 53 52（98.11） 2（3.77） 3（5.66）

实验组 53 44（83.02） 8（15.09） 11（20.75）

x2 7.067 3.975 5.267

P 0.008 0.046 0.022

三、讨论

心内科作为我国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这一科室患

者病情复杂性较高并且变化迅速，这也就为这一科室的

临床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带来了很大难度 [3]。

在实际护理中假如未采取有效的护理方法科学合理地护

理管理措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护理质量，也会对

患者的生命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4]。精细化物理管理模式

在实际应用中对提升心内科的护理质量具有重要价值，

这一管理模式在应用中强调以患者作为中心，注重对

各个环节的细节管理，在实际应用中通过采取科学有效

的管理方法，对全过程的护理工作进行层层控制，有效

加强医疗人员分工合作，对工作人员积极性进行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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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护理人员能以饱满的热情进行患者的护理工作 [5]。

通过护理人员以及患者家属之间的密切配合，保证患

者能快速康复，这对临床护理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价

值 [6]。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经过护理后，护

理质量与常规组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差异对比明显（P

＜ 0.05），有统计学意义，可见在心内科患者护理管理

中，应用精细化管理，可以对患者整体护理质量进行快

速提升，具有突出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采用精细化管理进行心内科患者护理管

理，和常规护理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患者

护理质量更高，临床应用效果更加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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