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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版心上下距离

细节管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郑娜

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山东 潍坊　262100

摘　要：目的：分析细节管理护理应用于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我院心内科疾

病患者98例，将给予常规护理的49例设为A组，将给予细节思维管理护理的49例设为B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护理后，B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A组（P＜0.05）；B组患者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2.04%明显低于A组

20.04%（P＜0.05）；且B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97.95%明显高于A组的79.59%（P＜0.05），差异明显。结论：细节管理护理应

用于心内科护理管理中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不良护理事件的发生率，提高科室护理质量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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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细节管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强调将整套护理流程

落实到细节，将其量化，细节管理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

护理差错发生率，为患者提供全程优质、安全的护理干预措

施。心内科患者年龄大、病程长、发病速度快，在入院后，

会产生恐惧、紧张、焦虑的心理，通过细节管理，可以将各

类安全问题扼杀在萌芽外，保障患者的治疗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我院心内科疾病患

者98例，将给予常规护理的49例设为A组，将给予细节思维

管理护理的49例设为B组，A组患者男25例，女24例，年龄

26-84岁之间，平均（58.24±2.15）岁。B组患者男26例，女

性22例，年龄27-85岁之间，平均（58.34±2.45）岁。此次

研究已取得了我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开展，且取得了所有患者

及家属的知晓同意。经过对比两组患者各项临床资料，其结

果显示（P＞0.05），可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仅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进行细节管理。其中，细节管理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1.2.1  服务细节管理

改善患者住院环境，房间干净整洁，空气流通，房间灯

光明暗适度，小便器置于床边方便患者取用。定期为患者更

换床单被罩，注意患者的皮肤清洁和个人卫生。还要做好患

者的饮食、休息与活动指导。护理期间，护理人员应保持亲

和力，耐心地询问与解决患者的需求。与患者沟通时，注意

自己说话的语气和方式，拉近与患者的心理距离，增加患者

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并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

1.2.2  病情细节管理

心内科患者病情多变，若未及时处理，可能危及患者生

命，医护人员要做好巡查工作，耐心观察患者脉率、视觉、

口唇颜色、面部变化，详细记录下来，在夜间，也要做好巡

视工作，尤其对于无陪伴者，要高度重视。

1.2.3  住院环境的管理

在患者入院后，热情接待，为其介绍病房环境、注意

事项，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让患者迅速适应医院环

境。并保持病房的整洁、安静，夜间放下窗帘、关门、调暗

灯光，医护人员在走路、谈话、操作、关门时要做到紧张有

序，减小噪音，调低仪器声音，避免给患者造成紧张和压迫

感，让他们能够安心治疗。

1.2.4  做好基础护理工作

对于需卧床休息者，做好皮肤、口腔、压疮护理工作，

协助患者叩背、翻身，在灌肠、导尿、擦浴时，做好遮挡措

施，保护患者隐私。同时，每日定时巡查病房，耐心询问患

者的感受和需求，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同时，心内

科患者需要使用多种类型的药物，需严格遵医嘱控制输注速

度，叮嘱患者、家属避免随意调节，叮嘱患者按时服药，避

免由于漏服、误服引发安全问题。

1.2.5  技术细节管理

心内科患者一般会同时留置两条或多条管道，必须要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置管类型、管道状态、位置、

引流液状态等，严格把控好置管的每项细节，注意并要求医

护人员随时进行检查，加强管理：对患者也要进行置管知识

指导，了解置管的作用、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避免置管不

良事件发生。同时，在对患者进行药物注射和静脉输液时，

严格保证准确用药，期间观察、测量患者血压变化，并注意

血管壁是否出现损伤。

1.2.6  家属细节管理

家属在患者的积极治疗和护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护理

人员需要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要告知家属关于心内科患者

在日常生活中的护理方式及其注意事项，并帮助督促患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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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理的肢体锻炼，陪同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家属的积极参

与，能够有效地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做好患者的护理工作，

使患者有了心理依附，战胜疾病的信心增强，进而达到更好

的治疗及护理效果。

1.2.7  护理人员管理

细节管理还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内部管理，主张从护

理文件书写、交接班以及规范护理流程、安全制度完善、人

员培训等各个角度出发，实现对护理工作各环节质量的全面

提升。要求护理人员了解细节护理的各项内容和工作程序，

掌握各项护理设备的使用方法和紧急情况的解决措施，强化

服务意识，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切实对患者负责。

1.3  观察指标

统计各组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的状况；利用我院自编问

卷调查各种患者对本次护理服务的满意情况，有满意、较满

意、不满意3个项目；利用我院自主设计的量表，对护理质

量加以评分。其中包含护理文书书写、护理器械管理、基础

管理以及病区管理几个项目，满分为100分，护理品质优劣

和得分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管理后，B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总评分为（95.21±2.34）
分，A组为（85.32±3.61）分，B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总评分明

显高于A组（P＜0.05）。

2.2  两组患者的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对比

管理后，B组患者的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为2.04%，A组
为20.04%，B组患者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A组，（P

＜0.05）。如表1所示。

表1 两组患者的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对比

组名 例数（n） 坠床 压疮 静脉炎 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

A组 49 3 4 3 20.04

B组 49 0 1 0 2.04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管理后，B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 7 . 9 5 %，A组为

79.59%，对比可知B组患者的护理满意满意度明显高于A组

（P＜0.05）。如表2所示。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名 例数（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A组 49 21 18 10 79.59

B组 49 29 19 1 97.95

3  讨论

如今，我国医疗改革愈加深入。在这种情况之下，患者

方面针对于医院护理工作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在对心内科患

者实施临床护理时，落实细节管理措施能够在根本上满足患

者对于临床护理工作的各类要求。同时也可提升患者方对于

临床护理工作满意度。

3.1  细节思维管理为发现既往护理问题的重要方式

有效强化临床护理细节思维管理理念，严格落实院内

诊断治疗护理工作、常规护理管理规章制度、患者安全目标

管理、护理文书书写、各个级别护理人员岗位职责与流程等

等，有助于提升临床护理质量。

3.2  细节思维管理为提升临床护理质量的重要前提

现如今，细节思维管理已然成为了院内管理工作中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该项工作进行情况直接关乎于医疗质量改革

成败。做好该项工作可全面确保医疗安全，其也为提升临床

护理满意度的重要举措。积极提升临床护理品质，为一所医

院生存之根本。护理细节思维直接关乎于医疗品质以及患者

的生命健康。临床护理工作有诸多细小事物所构成，比如患

者心理干预、康复指导、基础护理、生活护理等等。只有做

好每个细节，疏而不漏，紧密相扣，才能够在根本上提升医

疗品质，加强患者方治疗信心。本次研究显示，管理后，B
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

度等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A组，P＜0.0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细节管理应用于心内科护理，能够有效提高

护理质量和效果，从而帮助患者治疗以及康复，值得各医疗

单位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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