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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护理制度在消化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侯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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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消化内科护理中应用分组护理制度的效果。方法：选取 120例消化内科收治的患者进行研究，研究时间

为 2021年 1月到 2023年 1月。按照数字表法对患者平均分组，参照组 60例接受常规护理模式干预，研究组 60例接受分组护理

制度干预。观察对两组的干预效果。结果：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的各项

护理指标以及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在消化内科护理中应用分组护理制度，可以大幅提高护理工作的针对

性，这样就可以充分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强化对并发症以及风险事件的预防效果，从而使患者对护理工作更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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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group nursing system in the nursing of digestive internal medicine. Method: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2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3. According to

the numerical table metho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verage groups.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nursing intervention. Observ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n both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risk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indicator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nursing system in the nursing of

gastroenter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nursing work, fully meet the nursing needs of patients,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effect of complications and risk events, and thus make patients more recognized for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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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改的深入，患者对医改品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

有关的医疗改革意见中，有明文规定，现在的医务人员必须改

变自己的医学观念，在护理中不再遵循以疾病中心的落后观

念，而是转为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需求为依据，进行护理[1]。

随着医改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医疗质量得到了不断的提

高，然而，通过观察目前的临床护理现状，可以发现护患纠纷

依然很多，这一问题的产生，既会影响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

度，又会影响到临床诊疗工作的深入发展。消化内科作为一家

医院中的一个重要的科室，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消化系

统疾病的患者也在不断地增多。消化内科患者的疾病类型相对

较多，这也使得它成为了护患纠纷的高发科室。要想降低消化

内科的护患纠纷的发生率，消化内科的护理管理部门就必须通

过多种方式来提高消化内科的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2]。因此，

本文旨在探讨分析在消化内科护理中应用分组护理制度的效

果。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120 例消化内科收治的患者进行研究，研究时间为

2021年 1月到 2023年 1月。按照数字表法对患者平均分组，

参照组 60例接受常规护理模式干预，研究组 60例接受分组护

理制度干预。研究组的男女比例为 36：24，年龄为 18 到 72

岁，均龄为（42.8±9.1）岁；发病到就诊时间为 1天到 12天，

平均（6.4±2.1）天。参照组的男女比例为 36：24，年龄为 19

到 70岁，均龄为（43.1±8.8）岁；发病到就诊时间为 1天到

13天，平均（6.6±2.0）天。对比常规资料未见差异（P＞0.05）。

1.2方法

参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模式干预，主要内容为：对患者进行

饮食指导，帮助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讲解药物的正确用法

用量，使其了解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强化对患者日常的巡视，

加强对其病情监测，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处理；遵照

医院的规章制度，做好交接班；督促患者按时休息，根据其身

体状态，制定合适的锻炼方案。对研究组则根据分组护理制度

进行干预，主要内容为：

第一，护理人员分组。在应用分组护理制度时，首先需要

根据消化内科的自身实际情况，对全体护理人员进行合理的分

组，将 3到 4名护理人员划分为 1个小组，并由小组成员通过

投票的方式选出 1名组长，在布置护理任务时，护士长不需要

再临时安排护理人员，而是直接与某个小组进行对接，直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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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小组组长护理任务，组长再根据小组成员的工作能力和水

平，将护理任务进行适当的划分，这样就能够极大的提高对小

组的管理效率。同时，需要将分层管理模式融入其中，由护士

长进行整体把关，构建全面的管理模式，从而能够更好的落实

护理任务。并且，在完成护理人员的划分后，需要将护理工作

的内容进行细化，使每一个护理人员都能够对自身的护理工作

任务有清晰的认识，将护理责任落实到个人，从而提高护理工

作的效率。

第二，制定合适的分组管理任务。通常情况下，每个护理

人员需要负责 3名到 4名患者，还需要承担对患者的护理治疗

工作。同时，在完成护理任务的划分后，护理人员就需要能够

承担自己的护理任务，对所需要负责的患者进行定期的巡查以

及监督管理，促使其护理工作更具有针对性。这样就能够与患

者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在执行日常的护理工作时，能够使患

者进行有效的配合，避免出现护患纠纷问题，并强化护理成效。

但是，虽然护理人员的分工明确，却仍然需要进行共同合作，

尤其是同一小组内的护理人员，需要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

神，定期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分析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漏洞

与优势，从而提高其护理水平。

第三，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为了能够使护理人员能够

转变传统的被动服务理念，需要加强对其责任心的培训，使其

能够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积极主动的提供患者护理服

务。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的巡视工作、重视对文书的书写工作

以及做好对患者的保护工作，切实避免发生风险事件。同时，

需要增强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以及专业技能，积极对其传播先

进的护理理念，开展先进护理技能的培训工作。

第四，构建流动护士工作站。在对患者进行日常的护理工

作时，必然需要涉及到对医疗设备的使用，过去主要是在使用

时再临时提取，这将极大的影响使用效率。通过建立流动护士

工作站，则可以提前准备好护士所需要使用到的医疗设备，如

治疗盘、血压计、一次性输液用品以及听诊器等。

第五，护理职责评价。为了能够使护理人员更好的各司其

职，护士长需要定期进行巡视，观察其是否完成自己的护理任

务，并统计出现的风险事件以及投诉事件，分析事件发生的原

因，对责任人进行适当的惩罚。同时，对能够有效完成自身护

理任务的护士，则需要进行适当的奖励。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在护理的过程中，观察其并发症（压疮、院内感染、

恶心/呕吐）发生情况以及风险事件（文书书写不合格、意外滑

跌、护理差错）发生情况。同时，统计两组的铃声呼叫次数、

病房往返次数以及患者提问应答次数。在两组出院前，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对其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

1.4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22.0统软件中处理。

2 结果

2.1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压疮 院内感染 恶心/呕吐 总发生率

研究组 60 0 1 2 5.00

参照组 60 4 3 6 21.67

X2 / / / / 7.212

P / / / / 0.007

2.2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文书书写不合格 意外滑跌 护理差错 总发生率

研究组 60 2 1 1 6.67

参照组 60 8 3 4 25.00

X2 / / / / 7.566

P / / / / 0.006

2.3各项护理指标对比

研究组的各项护理指标均优于参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各项护理指标对比（x±s）

组别 n
铃声呼叫次数

（次）

病房往返次数

（次）

患者提问应答次数

（次）

研究组 60 7.5±2.2 13.4±3.3 10.7±2.5

参照组 60 2.6±0.6 5.2±1.3 6.4±1.8

t / 16.644 17.908 10.812

P / 0.000 0.000 0.000

2.4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4：

表 4 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60 35 24 2 96.67

参照组 60 28 22 10 83.33

X2 / / / / 5.926

P / / / /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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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饮食习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再加

上饮食不规律、生活压力大等问题的影响，这就加大了人们得

消化系统疾病的几率[3-4]。消化内科是医院中最重要的一个部

门，它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所患的疾病也非常多，而且一

般情况下，患者的情况比较复杂，每一个患者在临床上的表现

都是不一样的，患者一旦开始发病，他们的情况就会持续地发

展和恶化，如果不能在这个情况下对患者的情况进行及时的缓

解和治疗，那么患者的情况就会迅速地恶化，这不但会给他们

的生活和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还很有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安全。所以对于消化内科的患者，要采用有效的治疗方式，同

时要有针对性的护理，才能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病情。然而，从

消化内科的护理工作现状可以看出，在日常护理中，护理观念

较为滞后，不能充分发挥护士的作用，导致了护理资源的浪费。

在此背景下，医院应引进更为先进的护理管理模式，以确保临

床护理工作的质量[5]。

小组式照护系统，是一种主张以患者为本护理模式，相比

常规的护理措施，有着鲜明的特点。分组护理制度在消化内科

的应用，既可以节省消化内科的人力资源成本，又能够获取广

大患者的认可，促使护理人员能够提供患者更好的护理服务，

提高护士的责任意识，维护护士与患者之间的和谐友好的关系

[6]。在消化内科实施分组护理制时，在护士长的指导下，小组

中的护士逐步熟悉和掌握基本的护理操作技巧，提高护士的专

业水平。小组式照护系统可以在医疗资源不多的情况下，最大

限度的减轻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在进行护理工作的时候，护

理管理部门要按照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科室护理病患的主

要构成来对医护人员进行分类，并给他们制订出明确的护理任

务，这样就可以明显地减少他们的工作量，只有这样，他们才

可以在进行护理工作的时候，有充足的精力去了解患者的情况

和他们的护理要求，并针对患者的情况，采取个性化的护理措

施[7]。分组护理制度不但可以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而

且还可以提高护理工作中的责任明确性，可以有效地提高医护

人员的责任感和主动性。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并发症

发生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

的各项护理指标以及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参照组（P＜0.05）。由

此可见，采用分组管理系统可以提高消化内科护理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8]。在分组护理制度中，采取小组的方式进行管理，通

过加强对护士的专业培训，提高护士的操作能力，这样就能够

提供患者高质量、高水平的护理服务，促进患者的康复。在有

关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比常规护理管理措施，在分

组管理制度下，护理工作的整体质量均得到了明显提高，患者

在接受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出现感染、压疮等意外事故的几

率更小，分组护理管理制度能够切实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与效

率，这将会促进消化内科护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9]。此外，护

士们还可以对部分患者进行包办，显著增强其责任意识，充分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施主动的护理服务，让患者们感受到更

加周到的服务，这样就可以缩短护患之间的关系，让患者们对

护士们更加信任。这样一旦患者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及时向护

士求助，防止患者和护士的冲突。分管患者可以帮助我们在遇

到异常问题的时候，可以快速地发现问题的原因，减少责任不

明、互相推诿的情况，并且可以让整个团队一起来解决问题，

从而提高整个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为医院的护理水平

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10]。

综上所述，将分组护理制度运用到消化内科护理中，可以

大幅提高护理工作的针对性，这样就可以充分地满足患者的护

理需要，加强对并发症和风险事件的预防，让患者对护理工作

更加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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