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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马  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心血管内科 

【摘  要】目的：研究细节管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方法：研究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我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 106 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其中 2022 年 1 月至 6 月收治 53 例患者为对照组，采用传统管理模式，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2 月收治 53 例患者为试验组，实验组的 53 例患者的管理是在

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实施细节管理。采用自行设计调问卷判定两组管理前后质量变化、对比两组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高低和记录细节管理实施前后两组患者护理安

全事件发生的情况。结果：试验组进行细节管理后，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和管理质量总分明显是要高于对照组，且两组数据的差异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关于

管理的满意度测评，从结果上看试验组的满意度要高于对照组且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仅有 2 例护理安全事件发生，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结论：

应用细节管理方式对心内科病房管理，护理质量得到提高，进而减少医患纠纷，尽快协助患者恢复健康，因此非常适合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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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血管内科在我国是各级医院是诊疗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点专科，

心血管疾病涉及的病种多且复杂，目前各级医院的心血管除了常规心血

管疾病的诊疗工作外还开展了介入、电生理、射频、起搏器植入术等大

量较为复杂手术，故专业性非常强[1]。因此，作为心血管疾病专科医疗一

线的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就是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随着细节护理管

理理念、工具的革新，细节护理的核心也被更细致地监控管理着。加强

对心内科护理的细节管理，细节管理相比较传统的管理能够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将细节管理落实到日常护理的各个环节，细节管理落实后更能

确保用药的安全。因此，为了探讨细节管理能否有效增强心内科护理管

理的效果做此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报告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心血管

内科治疗的 106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2022 年 1 月至 6 月收治 53 例患

者为对照组，采用传统管理，余下的 53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实验组的患

者日常管理模式为细节管理模式。其中对照组的患者组成为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30 例，对照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5．38±4．35）周岁，

患病的平均时间为（13．56±5．23）天；其中试验组的患者组成为男性

患者 32 例，女性患者 21 例，对照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4．28±5．45）

周岁，患病的平均时间为（12．56±7．23）天。 

入选标准：（1）经病理诊断确诊；（2）患者或家属均自愿参加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3）无免疫系统疾病；（4）精神状态良好；（5）无传染

性疾病。 

排除标准：（1）患者有精神病史；（2）患者病例资料不齐全；（3）

认知功能有障碍的患者；（4）患者有传染性疾病。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管理模式，试验组在对照组的护理基础上增加

了细节管理，具体方法：（1）建立细节管理小组：小组成员选自心内科，

对组内成员展开培训，小组成员权责划分明确。组内的培训内容包括理

念教育的培训、基本操作技能的培训、护理职业素养的培训，为期 1 个

月，培训完成后对综合能力进行考核评价。（2）对患者抢救进行制度化

管理：由于心内科患者的特殊性，在心内科急救能力成为护理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心内科的临床护士所一定要掌握的技能之一[2]。（3）强

化抢救药品管理制度：组织科室人员学习高危药品的管理，严格执行药

品储存规范，并按照药品的使用率进行分类定点放置，定期检查，做好

培训和考核记录。用药时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原则，掌握药物配伍禁忌，

密切观察药品使用中的配伍问题，详细记录，必要时留言提醒。（4）抢

救仪器的细节管理：心血管内科常常备有各种精密的医学设备，用来监

测心电图的设备、氧气的辅助设备以及一些常见的急救设备。虽然在职

的护理人员基本上都能熟练掌握这些设备的使用方法，但是如果一旦出

现新的问题，护理人员很难对该问题进行准确的分析，这种情况从而导

致设备在应急使用过程中极易出现故障，从而影响患者的抢救[3]。因此，

在心内科入职的每一位护士不仅需要掌握仪器的使用方法，还需要掌握

仪器出现故障时的处理措施和应急预案。（5）护理人员资源配置和基础

管理：基于现实原因我国临床护理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临床护理是存

在一些弊端的，表现为临床的护理人员数量短缺。造成我国护理管理和

西方国家护理管理这种差距临床护理人员的数量短缺不是最主要原因，

最核心的问题是不仅总体数量少，而且专业的、有经验的、高资历的优

秀护理人才更少。这就导致进行护理管理过程中缺少相应的护理人员，

现有的护理人员工作任务量大，加之心内科的护理难度也不一般，对护

理人员而言身心都在接受考验，所以实行强化细节管理，也需要加强新

的、高水平的护理人员的引入，以奖惩制度提升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4]。同时，护理管理者排班时应根据临床患者的需求，合理调节

护理人员的分配。（6）患者管理：患者入院时需立刻把握患者的动态变

化，包括病情变化、治疗变化、心理变化。责任护士需在患者入院初期

就仔细告知患者病房以及医院的情况，着重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其主治医

生办公室、护士站的位置。当患者对医院的环境不再感到陌生，他才能

更加安心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和护理，避免其因存在严重心理问

题而影响治疗和护理的依从性，及时察觉患者情绪对存在情绪低沉、郁

闷的患者及时进行心理疏导[5]。 

1.3 观察指标 

（1）自制表格记录两组管理前后的变化。信度为 0.827，效度为 0.865，

采用百分制计分法，分为管理技巧、管理水平等四项，每项满分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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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值越高，表示管理质量越好[6]。 

（2）对比两组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进行分析，分为满意、一般和不

满意。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核评分。对比两组不良事件

发生率。 

（3）记录细节管理实施前后患者护理安全事件发生情况，其中包括

差错类、投诉类、文书类与意外类。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细节管理质量对比 

试验组的管理质量各维度和管理质量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数

据对比有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细节管理质量对比（n=53， sx  ，分） 

组别 管理技巧 管理水平 管理安全 管路成效 管理质量总分 

对照组 15.35±1.05 16.27±1.12 16.21±1.15 17.11±1.05 64.33±3.68 

试验组 19.05±1.44 18.33±1.27 18.86±1.51 19.12±1.30 74.94±4.36 

t 5.176 6.854 6.009 5.531 5.88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患者及家属满意度对比 

试验组的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情况分析比较（n，%） 

组别 n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总满意度 

试验组 53 1 11 41 52（98.11%） 

对照组 53 8 22 23 45（84.91%） 

t     15.007 

P     0.000 

2.3 细节管理实施前后患者护理安全事件比较 

试验组仅有 2 例护理安全事件发生，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安全事件比较[例（％）] 

组别 差错类 投诉类 文书类 意外类 合计 

试验组 0（0.00） 0（0.00） 1（1.20%） 1（2.50%） 2（3.7%）

对照组 5（9.4%） 4（7.5%） 3（5.7%） 6（11.3%） 18（33.7%）

X2     11.40 

P     <0.05 

3 讨论 

现代医学不断革新，新的科学会代替旧的。现代医疗技术水平也会

随之不断成长，医疗技术的成长也包括护理技术的进步，其中心内科护

理也在不断创造着非凡的成绩。作为医护工作者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心内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室，作为心内

科领域的护理人员更应该激励自己不断学习，将系统的知识转化成为患

者服务的技术本领，严格执行心内科各项规章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位，

保证服务质量，杜绝安全隐患，秉持认真的态度，形成良好的习惯，让

细节的行为融入到每一项护理工作中，从而做好心内科病房工作，让细

节护理服务走向标准化[7]。细节护理的诞生是从患者的核心利益出发的，

为患者规避护理风险，护理人员将各项护理工作做精、做细、做好、做

到位。每一位进入心内科工作的护士要珍惜自己的机会，同时在科室的

日常培养中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不只是单纯是专业理论的学习，而是

将临床实践中学到的专业理论进行透彻的整合。江潍[8]等学者指出细节管

理的水平显着决定了心内科护理管理的水平高低。来春花[9]等学者研究指

出，通过细节管理，妇产科护理安全管理有着非常明显的提高，这说明

了细节管理有利于病房的护理管理工作。本研究中，通过细节管理，试

验组的管理质量各维度和管理质量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

有差异（P<0.05）；试验组的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仅有 2 例护理安全事件发生，显著少于对

照组（P＜0.05），与王伟[10]等学者研究保持了一致性。因此，心内科的护

士进一步深化细节护理服务，这样的做不仅可以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素

质、细节护理服务，还可以提升护理服务水平。细节护理是是需要各个

部门协作的，不仅是护士病房的管理者也要持续加强改进细节护理，以

严谨的态度抓好每项护理工作的全程质量管理。通过一系列细节管理措

施，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形象和服务质量内涵，从而真正把患者至上的

理念落实到护理工作常态中。 

综上所述，应用细节管理方式对心内科病房进行管理，能够提高护

理质量、，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有利于为患者的安全和健康提供辅助支

持，进而减少医患纠纷，尽快协助患者恢复健康，因此在临床上可大力

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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