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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妇科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黄碧琴  莫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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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对精细化护理方式在妇科管理中的实践效果。方法：选取本院 2020 年 1~12 月的 60 名接受常规护理的妇科病人作为对照组，选取 2021

年 1 月~12 月的 60 名妇科住院病人作为观察组，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护理管理上的差异。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品质得分明显偏高，P<0.05；观察

组病人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实施精细管理后，妇科病房的护理工作更加规范，安全性得到较大提升，与实施精细管理前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行精细化管理，在保障护理工作质量的基础上也能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精细化管理实施也能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

和患者满意度，值得应用。 

 

引言 

妇科病房是妇科患者治疗和促进康复的重要场所，担负着妇科疾病

患者的诊疗工作，其工作的各个环节直接影响病人的康复及生存质量。

因此，妇科病房的护理工作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受到业内人士的

广泛关注和研究。 

精细化管理是指根据科学化、程序化的原则，增加管理过程的实际

效益，这样才能改善医护工作的品质。精细化管理最早源于欧美汽车工

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卫生保健观念的提高，逐步将其运用到临床，并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取得较好成绩。妇科是女性生殖系统疾病诊疗中心，

患者的病情比较复杂，而且大部分都会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其他意外因

素也普遍存在。正是由于妇科及患者的特殊性，本研究采用了精细化管理

措施，不断改进护理程序和内容，取得较好的疗效，现将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1 年 1 月~12 月住院的 60 名妇科病人作为对照组，选

取 2021 年 1 月~12 月住院的 60 名妇科病人作为观察组，每组各 60 人，

分别实施了常规护理与精细化管理。纳入标准：所有病人都是自愿参加

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心理、认知等方面的问题，患

者在护理干预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合作意识。排除标准：罹患精神疾病的

人；具有沟通障碍的人。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较小，具有可比性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要强化平时的安全管理，完善护士的培训体系，提高护士

的高质量服务观念，健全岗位职责与工作机制，强化陪护工作的有序化

管理。 

观察组：在进行精细化护理干预的同时，还需要对其进行详细的管

理培训，让他们能够树立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思想。通过培训之后，护

理人员们需要明白，精细化管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需要集体的智慧和

团队的协作。通过对自己身边人、事物的剖析，消除负面情绪，促进精

细化管理思想的落实。将职责和考核方法进行详细的界定，由护理人员

组成，讨论并确定各个班级的工作职责，为各个岗位提供相应的沟通要

求，按照各自的职责，确定需要具备的任职资格，界定好本职工作的质

量目标和工作流程，并组织所有护理人员反复探讨工作的重点。根据工

作职责的重要程度，给其赋权，并设置考评得分。 

护理质量控制小组：选取 6 名优秀的护理人员组成一个质量管理小

组，进行职责分工，对护理质量进行全程监控，同时要求各部门主管提

出改进措施，并监督护理过程。科室护士长每天对患者进行查房，并督

促护理人员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工作顺利完成。护士承担着完成各种基

本护理任务，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病

人最大程度的帮助。 

质控小组：开展月度总结，梳理护理工作痛点，并在质量控制考核

反馈会议上进行探讨。实行安全责任制，在医院-部门-责任组之间建立

起一条责任链条，并将医疗纠纷和事故追究机制完善起来，从环境、人

员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避免出现医疗纠纷及其他事故。注

重对现场管理这个环节的关注，把意外扼杀在萌芽状态，比如采用连续

排班和弹性排班等方法，及时完成轮班工作，确保病人得到不间歇的护

理服务。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聚焦于降低可控费用，全面实现成本控

制方法，对医疗设备和医用材料要进行专门的管理，并做好登记和记录，

出库程序需由两人审核，实行全面、连续的动态追踪管理，公开各项费

用明细、采购清单，促使护士们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实现最大

的使用效益。 

1.3 观察指标 

以自行设计的护理品质问卷为基础，评估护理工作的效果，分数设

置在 0-100 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服务质量越好。通过自编的护理满

意度问卷，对病人进行满意度调查，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过对妇科病

房实行精细化管理后出现的各类事故情况的统计、对比。 

1.4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 SPSS19.0 软件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计数资料用

（%）表示，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采用 t 检验。 

2 结果 

2.1 护理品质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较对照组有显著提高（P<0.05）。 

表 1  两组病人护理质量评估结果的比较[（ sx  ），分] 

组别 病区工作管理 护理文书管理 院感护理管理 护理安全管理 优质护理管理 健康教育知晓评分 

对照组 89.36±2.31 91.25±1.33 89.25±2.15 91.22±2.33 85.12±2.33 90.25±2.15 

观察组 94.55±2.36 98.65±1.23 96.71±2.15 97.44±2.56 98.25±3.62 96.36±2.31 

t 值 12.174 31.641 19.005 13.918 23.625 14.99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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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对护理的反馈情况 

观察组病人在护理过程中的反馈效果比对照组好（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反馈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60 45（75.00） 7（11.67） 8（13.33） 52（86.67）

观察组 60 50（83.33） 8（13.33） 2（3.33） 58（96.67）

 2x 值     3.927 

P 值     0.048 

2.3 妇科病房事故发生率的对比分析 

统计妇科护理人员在进行医嘱指导、病程记录、病房巡视过程中出

现的事故情况，分析事故发生率。观察组的事故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

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P<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妇科病房事故发生率对比分析 

事故类别 
项目 

总住院人次 

（n） 

事故总数 

（n） 医嘱指导 病程记录 病房巡视 

事故发生率

（%） 

对照组 60 4 1 2 1 6.7 

观察组 60 1 0 1 0 1.7 

 2x       4.44 

P      <0.05 

3 讨论 

3.1 精细化管理有助于提高病人和家属的满意度 

医院是一个具有特殊服务性质的行业，而妇科则是其对外宣传的一

个窗口。这就要求我们在护理工作中要做到一丝不苟，尽可能避免任何

意外情况的发生，解决患者的特殊需求，加强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工作

的正面反馈，提高护理工作的实际效用。在精细化理念下，要求将妇科

的各种管理和服务都做到最好，所有的诊疗和护理程序都应该尽可能地

精确，比如，在使用药物时一定要注意剂量的精度，在行妇科手术的过

程中要严格控制好操作步骤等。同时，细化各环节的护理工作，严格控

制护理失误与偏差，遵守各项操作规范和制度，促使患者满意度得到较

大程度的改观。 

3.2 精细化管理有利于减少事故情况的发生 

将精细护理理念贯彻到妇科临床工作中，能有效地提高妇科护品质。

精细化管理能帮助护理人员及时地找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

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应对，通过规范护理人员的工作习惯，将事故发生概

率降至最低。结果表明，在医院实行精细化管理后，护士事故率明显下

降。促进妇科护理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精细

化管理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普遍采用的质量控制方法，不仅清楚地界

定了职责与目的，而且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开支，让医护人员更好

地为病人服务，这样就可以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使得妇科病房的护理

工作更加有序地进行。 

3.3 精细化管理可以改善护理品质 

数据表明，如果没有实行精细的管理方法，医院工作的重复性将会

很高，通过对病人的精细管理，剔除多余的工作，使护理工作的效率与

质量得到提高。精细化管理的最大特征就是管理标准和规范得以执行，

在具体的管理环节，应将相应的操作规范、制度纳入妇科病房的管理章

程。从重点人群、环节、时段三个角度对妇科不安全事件发生的高危因

素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和工作流程。严格控制高危

环节，改进现行妇科管理系统，细化妇科手术操作规范，规范妇科管

理。同时，要将抢救过程和相关的操作规程进行标准化，提高所有妇科

护士在细节上的管理意识，加强对护理工作的安全管理。实行责任到

人，为改进妇科护理的质量提供保证。 

3.4 加强妇科护理的安全管理 

妇科专业具有较高的风险系数和较高的专业技能，再加上其工作繁

重、繁杂，容易造成护理失误，引起护患矛盾。所谓的妇科精细化管理，

就是根据妇科的基本工作原理、常规方法以及相应的管理目标，有条不

紊地把控并指导妇科护理的各个流程，使得妇科护理工作得以顺畅有序

开展。精细化管理是一种以自觉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将精细化管理概念

引入日常护理工作中，优化操作程序，让护理人员保持细致、全面的护

理理念。精细化管理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体现在护

理工作的量化、规范化上。因此，在护理工作中，对容易出现缺陷的流

程和细节一定要妥善处置，护士长应发挥全面协调的作用，细化妇科各

项工作职责，包括患者治疗、吸氧、排尿等系列工作。此外，根据妇科

患者的特点，传统手术流程和急救技能也应进行周期性演练和培训，对

车内急救设备、物品、急救药品实行一体化管理，将护理中的事故发生

率降到最低。执行效果是安全工作最大的难点，不仅应制定安全管理体

系，确定相应标准，并且让每个护理人员都能按照规范完成各项操作。

比如，每天早晨交班后，护士长应组织护理人员参与常规护理方式的问

答训练，巩固培训效果，同时，通过每周一次的专业培训，提高护士对

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认识，树立提供合规、人性化和优质护理服务的意

识。 

实施精细化管理，既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又能减少日常工作中的

意外情况，改善医疗服务品质。精细化管理将服务观念传递给医务人员、

护理人员和各级医师，为医院各个层面的改革提供新的思路，调动医务

人员的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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