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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式管理在急诊科护理床旁交接班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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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急诊科护理床旁交接班中清单式管理的实际应用价值。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式选择我院急诊科 36

名护士作为此次分析对象，将 36名护士分为参照组（18 名）和试验组（18 名），参照组按照原有交接班流程执行工作，试

验组实施清单管理交接班。结果：试验组交接班质量以及患者病情掌握度均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运用床旁清单管理

交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个体认知缺陷，极大减少护士交班时患者病情信息的遗漏情况，在改进工作质量的同时，又能保证

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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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护士交接是将患者的资料以及患者照护责任在

家属间相互移交的过程，在两班护士交接工作不清楚的情况

下，可能会导致患者接受持续性治疗的中断、医护人员给药

错误的情况，身体素质较差的患者可能会直接死亡[1]。由于

急诊科室接诊的患者病情复杂，在交接过程中产生交接缺陷

不仅会导致患者的住院费用增加、治疗有效率的降低，甚至

还会出现医疗纠纷，延长两班护士交接时间、降低工作效率，

增加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几率[2]。鉴于此，制定有效且高效

的改进措施势在必得，清单是一把应对复杂情况时的利刃，

可以把关键步骤罗列出来，是一种更高效、更直观的解决方

法。清单式管理最初是为了配合《中国式质量管理》（ISO9001）

的实施，因为其高效性，全面提醒、细节提醒的特点被广泛

的行业接纳，并逐步应用于各大企业中[3]。本次研究重点分

析构建急诊科室交接清单的有效性，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岗在职护士中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的 36名护

士，采用随机抽选法分为参照组（18 名）、试验组（18名），

其中男性护士 2 名，均龄（21.32±1.43）岁，女性护士 34

名，均龄（22.93±4.76）岁。

1.2 方法

参照组：进行常规交接班，按照常规流程开展交接班工

作。

试验组：交接班清单以及交接班查检表，是在综合科室

已经出现的问题以及参考多篇文献增加可能出现的问题的

基础上，组织管理员、护理专家、主治医师讨论，分别从患

者病情交接、仪器交接等 6 个交接项目组成。

1.3判定标准

两组分别进行常规交接与清单管理交接方式执行 2 月

后，对两班护士的交班质量评分，护士对于患者病情的掌握

度，患者对于护理过程以及交班后的服务进行打分，作为最

终的评定标准。

1.4统计学方法

采取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差异表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试验组交班质量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士交班质量比较（分值，x±s）

组别 信息质量 互动支持 工作效率 总分

参照组 24.87±3.12 16.74±1.18 14.56±1.77 57.26±4.83

试验组 33.06±3.68 19.19±2.17 17.38±2.15 69.93±4.61

t -7.134 -5.172 -7.487 -14.737

P — — — ＜0.05

两组护士对患者病情知情情况进行比较，P＜0.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患者病情了解比较（分值，x±s）

组别
病情

诊断

过去

病史

病情

体征

检查

结果

护理

问题

护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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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组
2.25±

0.45

2.31±

0.59

2.51±

0.45

2.17±

0.64

2.42±

0.52

2.29±

0.59

试验组
2.45±

0.46

2.67±

0.41

2.73±

0.39

2.76±

0.39

2.52±

0.56

2.71±

0.41

t -1.619 -3.484 -2.242 -4.793 -0.391 -3.48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组别
潜在

并发症
观察重点 异常心理 健康教育 总分

参照组
2.19±

0.59

2.26±

0.56

2.41±

0.45

2.12±

0.69

22.93±

2.24

试验组
2.67±

0.39

2.58±

0.45

2.51±

0.57

2.84±

0.29

26.84±

1.72

t -2.498 -1.968 -0.0729 -4.218 -6.827

P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清单式的管理交接方式可以提升急诊护士交接班质量，

大幅度缩短交接时间。在忙碌的工作时间内，压力和疲劳导

致护士无法专一做好交接工作，往往遗漏很多交接问题，会

对患者康复造成影响，严重者可能会死亡。而人为的错误是

不可避免的，而有了清单交接表的存在，可以抓住新晋护士

的个人认知缺陷，并及时地纠正，改善交接质量[4]。

该类交接班方式可以让科室护理快速的了解患者病情，

即便是另一班护士也能清楚地掌握患者病情，这能有效地提

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好感[5]。利用清单交接班后，接岗的护

士可以快速掌握患者病况、医疗物资的需求，确定自身职责，

秩序井然地为患者开展后续治疗以及护理工作，保证患者的

治疗及护理的连续性。在患者床旁交接可以利用表格项目进

行核查，及时避免交接时信息的遗漏，从而造成不可逆后果。

本次分析结果表明，患者对于交接班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提

升，所以清单式交接班值得进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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