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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护理中全科护理的作用及 

对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朱秀珍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812399 

【摘  要】目的：探讨全科护理在基层医院护理中的临床作用。方法：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5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此时实施常规护

理；将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50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此时实施全科护理。分析两组护理质量、不良事件发生率、医患纠纷发生率、护理满意

度。结果：两组护理质量评分与患者护理满意度相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相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结论：应用全科护理于基层医院中，可降低不良护理事件与护患纠纷发生率，促进护理质量与患者满意度的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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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是院内各科室未明确划分界限，但可为一定范围群众提供

有关于医疗服务的医疗结构，其中包括社区医院、乡镇医院等。一般情

况下，进入基层医院就诊的患者不仅病情复杂，而且涉及的疾病范围广。

与此同时，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例如诊疗技术、基础设施等，基础医

院治疗工作的质量难以提高，甚至会引发或加剧医患矛盾[1]。因此，在医

疗卫生事业日渐发展的背景下，为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需要护理人

员分析常规护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为依据对护理模式进行完

善，已达到提高护理效率与质量的目标。全科护理是包含社会、心理与

生理等方面服务内容的新型护理模式，将其应用于基层医院护理已成为

优化护理流程的一种主要体现[2]。基于此，本文就基层医院护理中全科护

理的应用效果展开研究，详细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期间于本院接受治疗的 50 例患者为对

照组，纳入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期间于本院接受治疗的 50 例患者为

观察组。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28～75 岁，均值（45.68±

10.28）岁；文化程度：初中 13 例，高中 12 例，大专及以上 25 例。观察

组：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28～75 岁，均值（45.35±10.57）岁；文

化程度：初中 10 例，高中 16 例，大专及以上 24 例。两组比较以上资料，

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1）患者病情经影像学、影像学等检查确诊，配合此次

研究；（2）患者与家属知情本研究且同意加入。 

排除标准：（1）合并传染性疾病、恶性肿瘤者；（2）存在沟通障碍

者；（3）合并免疫类疾病、急危重症者；（4）合并凝血功能障碍、肝肾

功能严重障碍者。 

1.2 方法 

在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方法：护理人员依据现有的护理要求与护

理标准开展各项操作，为患者提供饮食与生活等方面的指导，遵医嘱予

以患者药物治疗；做好治疗环境的卫生工作，控制湿度、温度于适宜范

围，每日清洁与消毒物表；分析患者病情与治疗效果，对康复训练方案

进行制定，并了解患者康复训练实施情况。 

在观察组实施全科护理，方法：（1）定期培训：定期组织院内护理

人员进行培训，包括心理知识、沟通技巧、护理方法等内容，使护理人

员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得以强化；培训结束后，为护理人员提供实践

机会与空间，确保培训知识有效应用于护理工作中，达到学以致用的目

标；详细讲解非典型的不良护理事件，结合实际发生的事例进行教育，

培养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与风险意识。（2）完善流程：分析常规护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常规护理流程的弊端，深入分析基础医院极易出现

差错的护理环节，明确问题所在，对解决措施进行制定；结合基层医院

的发展趋势完善护理流程，如实施合作式护理、责任化护理等模式，促

进护理人员责任意识的增强；每周固定开展一次工作总结，指出全科护

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分析护理问题的引起原因，制定出解

决对策。（3）健康宣教：基层医院收治的患者所患疾病相对常见，例如

高血压、糖尿病等，这类疾病无法治愈，为改善症状与控制病情进展，

患者需要坚持服用药物治疗，护理人员可收集患者疾病类型与临床资料，

开展健康教育，其中包含疾病诱因、症状与治疗等内容，引导患者正确

认识与看待疾病，树立自我管理意识。（4）心理护理：在疾病的影响下，

患者极易产生不良情绪，如抑郁与焦虑等，甚至会抵抗治疗；对此，护

理人员可增加与患者的沟通频率，鼓励患者勇于表达内心感受，分析不

良情绪的产生原因，相应地提供心理疏导。（5）饮食指导：科学合理的

饮食可发挥辅助治疗的作用，例如慢性疾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饮食，应

提醒患者限制脂肪、盐分与胆固醇的摄入，以富含蛋白质与维生素的食

物为主；发热患者代谢旺盛且消耗量大，注重补充高热量食物，适当减

少脂肪与盐分摄入。（6）合理排班：明确各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与工作

任务，对护理人员的上班时间进行合理安排，确保护理人员有充足的休

息时间，以最佳状态开展各项护理工作；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将绩效考

核与薪酬挂钩，以此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要求护理人员在工作

期间规范书写护理记录，在交接班时反馈工作情况，做好交接。（7）加

强管理：在患者入院时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做好宣教工作，加大管理力

度，鼓励患者与家属积极参与到安全管理中；护理人员注重观察患者动

态，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患者治疗期间做到全面评

估、全程监控，减少不良事件的诱发因素。 

1.3 观察指标 

（1）应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两组护理质量，其

中包括 4 个维度，即基础护理、健康宣教、服务态度、病房管理，各维

度总分为 100 分，得分与护理质量成正比。（2）记录两组患者不良事件

（跌倒、坠床、用药错误）发生率。（3）记录两组护患纠纷发生情况。（4）

对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展开评估，评估工具选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

调查问卷》，评分≥90 分为高度满意，评分 80～89 分为基本满意，评分

≤79 分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高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选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x ±s）比较行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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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数据（%）比较行χ2 检验。两组之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以 P＜0.05 表示。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质量评分 

表 1 数据显示，两组护理质量（基础护理、健康宣教、服务态度、

病房管理）评分比较，观察组相对于对照组高（P＜0.05）。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 x ±s） 

组别 n 基础护理 健康宣教 服务态度 病房管理 

对照组 50 90.25±2.54 89.72±2.60 85.67±4.50 89.57±2.62

观察组 50 97.15±2.62 95.44±2.13 92.73±4.19 96.27±2.06

t 值 - 13.370 12.034 8.119 14.215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比较两组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 

表 2 数据显示，观察组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相比于对照组明显更低

（P＜0.05）。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跌倒 坠床 用药错误 发生率 

对照组 50 3（6.00） 6（12.00） 4（8.00） 13（26.00）

观察组 50 2（4.00） 2（4.00） 0（0.00） 4（8.00）

χ2 值 -    5.741 

P 值 -    0.017 

2.3 两组护患纠纷发生率比较 

表 3 数据显示，观察组护患纠纷发生率相比于对照组低（P＜0.05）。 

表 3  两组护患纠纷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护患纠纷发生率 

对照组 50 16（32.00） 

观察组 50 5（10.00） 

χ2 值 - 7.294 

P 值 - 0.007 

2.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表 4 数据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相比于对照组高（P＜0.05）。 

表 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高度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0 19（38.00） 19（38.00） 12（24.00） 38（76.00）

观察组 50 27（54.00） 20（40.00） 3（6.00） 47（94.00）

χ2 值 -    6.353 

P 值 -    0.012 

3.讨论 

基层医院是为人们提供基础诊断与治疗的基层医疗机构，具有规模

小、资源有限等特点，并且收治的多为常见病患者。临床护理是各个医

院为患者治疗时采取的辅助手段，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患者临床疗效

密切相关，在医疗体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为保证患者享受到更优质的

护理服务，需要护理人员优化医疗服务体系，掌握更多护理技能，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基层医院的持续发展[3]。 

全科护理是护理人员深入分析患者情况后提供多方面的护理干预措

施，不仅解决了常规护理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护理工作流程的优化，

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4]。朱陈立[5]研究表明，在医院综合护理中，全科护

理意识的应用具有较高价值，既能够降低患者投诉率，又能够提高患者

护理满意度。结合本研究结果，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更高，不良护

理事件发生率明显更低（P＜0.05），从而证实了全科护理的应用科学性与

可行性。基层医院相对缺乏护理管理与专科技术人才，而人才在基层医

院的整体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完善的管理制度与流程也有助于基层

医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6-7]。与此同时，进入基层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

疾病类型与病情均不相同，对护理服务的要求较高。在实施全科护理期

间，护理人员定期接受培训，掌握大量的护理专业知识，可提高自身专

业技能与护理素质，增强服务意识，确保患者享受到更全面、更切合的

服务，显著提高护理效率与质量。相对于其他医院而言，基层医院的护

理人员数量少，导致护理工作压力大、负担重。制定完善的工作流程后，

可以改善常规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充分发挥各护理人员具备的能力，

尽可能减少不良护理事件的引发因素。加强护理管理对护理人员工作积

极性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可让护理人员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

在护理期间密切关注患者的各项情况，及时发现与处理不良护理事件，

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加护患之间的沟通，为护理人员提供开展健康宣教、

心理疏导的机会，从而调节患者的身心状态[8]。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护患纠纷发生率低，患者护理满意度高（P＜0.05），表明全科护理的应

用可以减少护患纠纷，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全科护理定期为护理人

员提供培训的机会，要求护理人员不断学习护理新知识，掌握与患者沟

通的正确方法，在护理中注重观察患者的言行举止，主动提供服务与帮

助，可缓解患者因为疾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进而构建和谐良好的护患

关系，有效减少护患纠纷[9]。在工作期间，为护理人员合理排班，可减轻

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让护理人员尽可能保持最佳工作状态，根据流程

与标准开展工作，获得患者的认可与满意[10]。此外，护理人员重视对疾病

护理的同时高度关注患者心理，提供心理、饮食等多方面的指导，可进

一步丰富护理内容，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护理原则及观念，促进患者

护理满意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将全科护理应用于基层医院护理中，可预防或减少不良

事件以及护患纠纷，显著提高护理质量与患者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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