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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管理提升妇幼保健护理人员护理素质的作用

探讨 

陈远兰 

鹰潭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  江西鹰潭  335000 

【摘  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管理提升妇幼保健护理人员护理素质的作用。方法：将 2022 年 3 月～2023 年 4 月医院 40 名妇幼保健护理人员随机

划分两组，观察组（优质护理管理）与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比较两组护理素质、护理差错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护患沟通、基础护理、文字书写、

服务态度、专科护理、护理技术、医疗环境评分均比对照组更高（P＜0.05）。观察组护理延迟、护理漏项、护理错误发生率比对照组更低（P＜0.05）。

结论：优质护理管理可提升妇幼保健护理人员护理素质，降低护理差错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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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领域中，妇幼保健属于新兴项目之一，医疗技术发展后，提高

妇幼保健临床地位，使其工作内容、方法有所创新[1]。该工作以孕产妇、

新生儿、婴幼儿为主要服务对象，由于服务对象比较特殊，故对该项工

作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加之新生儿、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智力尚处

于发展阶段，故要求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过程中要综合考量其服务需求，

尽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2]。优质护理管理属于新型管理方法，其

所提出的各项标准质量较高，可有效提升护理人员护理素质，满足临床

需求。基于此，研究以 2022 年 3 月～2023 年 4 月我院妇幼保健护理人员

40 名为对象，分析优质护理管理价值，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选自 2022 年 3 月～2023 年 4 月，随机将我院 40 名妇幼保

健护理人员 1：1 分成观察组、对照组，各组 20 名，均为女性。对照组

年龄 21-40（30.26±2.20）岁；工作年限 2-9（5.15±1.11）年；文化程

度：专科、本科及以上各 9 名、11 名。观察组年龄 22-39（30.21±2.18）

岁；工作年限 1-10（5.20±1.15）年；文化程度：专科、本科及以上各 8

名、12 名。上述基线资料比较，未见明显差异（P＞0.05），具备可比性。

参与者均知情同意。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资料齐全；（2）本院护理人员；（3）工作年限＞1 年

者。 

排除标准：（1）实习生；（2）离职者；（3）进修护士；（4）中途退

出研究者。 

1.3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参照医院所提出的管理机制，对在职护理

人员开展考察、指导等工作，要求其主动遵循医院各项规章管理机制，

开展相关临床护理工作，并组织护理人员参与业务培训，增强护理技能。 

观察组：优质护理管理。（1）构建护理小组，成员如护理部主任、

护士长等，小组通过组织培训工作，邀请护理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培训

结束后，还需对其进行考核，成绩合格者方可提前上岗，而成绩不合格

者，继续参与培训。（2）完善各项管理机制。总结以往临床护理经验，

考量患者病情以及科室在过去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管理机制进行

调整；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护理时，护理人员全程参与，掌握患者病情。

门诊护士要在患者入院后做好接待工作，协助患者完善各项检查，指引

其前往相对应的科室；并尽可能掌握患者更多情况，主动帮助其解决各

类问题，合理安排其就诊。（3）细化护理流程。主张优质护理服务，力

求各项服务内容满足患者基本需求，细化护理流程；护理过程中，护理

人员要善于总结护理时所遇到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出其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4）环境护理。定期检查

门诊接诊室的环境，勤消毒，及时打扫卫生，并调整接诊室的温度、湿

度，前者控制在 23-26℃，后者建议区间为 50%-65%；室内各类物品应

勤更换；制定合理的访视制度，规定访视时间、次数，定时定点探访患

者。（5）人性化管理。合理排班，日班工作时间 8h，且保证为患者提供

的护理操作尽可能日间完成，减少夜班护理操作；管理者应主动关心护

理人员，了解其家庭情况，针对家庭困难者伸出援助之手。 

1.4 观察指标 

观察 2 组护理素质、护理差错发生率。 

（1）护理素质：护患沟通、基础护理、文字书写、服务态度、专科

护理、护理技术、医疗环境，100 分/项，分值和护理素质为正比例关系，

即分值越高素质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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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理差错发生率：如护理延迟、护理漏项、护理错误，发生率

=发生数/总病例数（20）×100%。 

1.5 统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x  ）表示，t 检验；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χ2 检验；差异显著（P＜0.05）。SPSS 24.0

软件版本。 

2.结果 

2.1 护理素质 

观察组均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护理素质（ sx  ，分） 

组别 护患沟通 基础护理 文字书写 服务态度 专科护理 护理技术 医疗环境 

对照组（n=20） 79.96±3.15 80.55±3.22 81.49±3.12 78.60±3.32 79.58±3.11 80.32±3.27 78.47±3.21 

观察组（n=20） 91.35±2.18 91.35±2.14 92.39±2.25 90.26±2.13 91.21±2.16 90.18±2.14 90.34±2.11 

t 值 13.297 12.492 12.672 13.220 13.736 11.283 13.819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护理差错发生率 

观察组比对照组低（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护理差错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护理延迟 护理漏项 护理错误 发生率

对照组 20 3（15.00） 1（5.00） 2（10.00） 6（30.00）

观察组 20 1（5.00） 0（0.00） 0（0.00） 1（5.00）

χ2 值 - - - - 4.329 

P 值 - - - - 0.037 

3.讨论 

二胎、三孩政策的提出，推动妇幼保健高效发展，不仅增加妇幼保

健护理人员的工作量，也为其自身工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3]。加之近年来

妇幼保健地位日渐提高，要想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化护理服务，需注

重护理人员能力管理。以往对于护理人员多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虽

然有一定管理效果，但由于管理模式比较刻板，内容比较简单，和现代

化临床护理管理需求不匹配，整体管理效果有待进一步加强。故建议临

床加强改革创新。 

本文研究数据表明，护理管理后，观察组护患沟通、基础护理、文

字书写、服务态度、专科护理、护理技术、医疗环境评分均比较高，且

护理延迟、护理漏项、护理错误发生率比较低，说明优质护理管理可减

少护理差错发生，提高护理人员护理素质。原因如下：优质护理管理具

备针对性、科学性等特征，其涉及的护理内容比较全面，以患者为主体，

全面为患者考虑，同时通过培训，丰富护理人员自身知识储备量，提高

护理人员工作能力，确保护理人员明确优质护理服务的重要性，才能对

患者提供更高级的护理服务，突出护理效果[4]。通过完善规章管理机制，

确保新制定的规章制度更合理，对不同科室所提出的临床要求均能满足。

通过护理人员主动接触患者，了解其病情，及时为患者提供帮助，可减

少患者就诊时间，还能为临床医生开具诊疗方案提供一定帮助。通过细

化护理流程，重点强调优质化护理服务，确保护理人员所开展的各项服

务能够满足患者基本需求；同时护理人员及时总结护理期间所遇到的问

题，改进护理方案，可避免类似错误发生。通过人性化管理，为护理人

员给予 大化情感支持，解决其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减轻护理人员工作

负担，确保护理人员在自身工作岗位中熠熠生辉，提升其工作投入度，

以免出现护理差错[5]。通过环境管理，为患者提供健康、干净的医院门诊

环境，以免出现院内交叉感染的情况，利于患者对医院留下良好第一印

象，肯定护理人员的存在价值，对护理人员整体护理素质提升更有利。

通过合理排班，控制护理人员日常工作时长，降低其工作强度，防止护

理人员因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而出现不满情绪。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管理可促使妇幼保健护理人员护理素质提高，

降低护理延迟、护理漏项、护理错误发生率，可临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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