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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 管理模式在肾内科病区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班小伶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贵阳  550002） 

摘要：目的：探究 8s 管理模式在肾内科病区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改善医院的环境，提高大家的综合素养，增强管理质量。方法：医院在从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5 月之间，使用 8s 管理模式，用于规整肾内科病区环境，探究病区环境卫生学监测合格率，提升患者的满意程度，

比较实施前与实施后病区管理检查结果评分。结果：实施后质控检查结果（95.6±2.1），明显的优于实施前（86.1±2.2）。实施后肾内科病

环境满意度（95.1±2.9），明显的优于实施前（79.4±6.0）。实施后人员专业因素、个人因素、管理服务、成就特征等分数，全部优于实施

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 8S 管理模式运用到肾内科病区管理中，不仅可以优化病区的环境，还可以提高对应的管理质

量，增强患者的满意度。降低患者住院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提升肾内科病区的应用效果，在临床实践中，展现了很强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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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肾脏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患病住院者愈来愈多。肾内科

涉及的疾病类型较多，且大部分疾病极难治愈，易反复[1]。发展恶

化可导致尿毒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据不完全统计，肾内

科是最容易发生不良风险事件的科室之一。因此，肾内科被选为医

院 8s 管理模式服务试点病区，加强日常护理的管理。以患者需求

为中心，全方位为患者提供方便、优质的护理服务，消除安全性隐

患，解决病区环境混乱的问题。“8S”管模式，主要包含了八个部

分。（1）整理（Seiri）；（2）整顿（Seiton）；（3）清扫（Seiso）；（4）

清洁（Seiketsu）；（5）素养（Shitsuke）；（6）安全（Safety）；（7）

节约（Save）；（8）学习（Study）[2]。8S 管理模式是在 5S 管理方法

的基础上所扩展而来的，不断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向着精益

求精的方向实施延伸。因此，选择肾内科病区，解决环境混乱、丢

失、难管理的情况，提高管理质量，增加患者的满意度，达到服务

的要求，提升相关人员的综合性素养，明确管理的“明亮行动”，

展现较高的应用与管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数据 

医院在从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5 月之间，肾内科被选为医院

8s 管理模式服务试点病区，加强肾内科病区管理，最大限度提高应

用效果。选取科室中的成员，平均年龄（33.3±7.98）岁。本次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这些参与的人员中，全部都是在完全知

情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保证管理前后，调查的结果可以真实客

观。比较实施前与实施后病区管理检查结果评分，环境的合格率，

患者的满意度等。以上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实施前，2021 年 4 月以前，肾内科病区管理使用的是常规的管

理方法，仪器要按照工作习惯放到合适的位置，环境要清洁管理，

加大物品管理，一旦出现不良事件，就要结合实际，及时的上报。

另外，科室的相关人员，还要根据肾内科的工作内容，定期开展相

关的业务知识培训。 

实施后，2021 年 4 月以后，肾内科病区管理使用的是 8s 管理

模式。①可是要根据实际，成立 8S 管理小组，分为组长和优秀的

管理团队，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按照科室的需求，制定具体的落

实计划，对肾内科病区的成员进行统一的培训。学习情况要进行全

面的自查，针对问题，要在全体成员的探究中，不断的确定和优化。

建立创新“8S”管理组织构架 ，编制“8S”管理清单，制定“8S”

落实检查表[3]。②8S 管理模式实施。（1）整理（Seiri）、整顿（Seiton）。

此时，要根据“8S”管理清单，按照肾内科病区的物品做好检查工

作，解决品随意放置、杂乱无章的现象，按类有序放置。病区的环

境或者是床单，都要保持整洁。消耗快或可重复使用的物品，要根

据科室需求，确定申领周期，做好相关的维护工作。 

（2）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按照科室的要求，制定

科室器械、物品的清洁、消毒制度，这些内容制定的情况，都要进

入到整体的结果中，为后续的内容优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准备[4]。（3）

素养（Shitsuke）。负责人员，要做好整个管理过程的控制工作，探

究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强化服务意识和团队意识。帮助大家养成

良好的工作习惯，落实好相关的制度内容。（4）安全（Safety）、节

约（Save）。此时，肾内科病区管理要已患者为中心，发现潜在的

问题，及时的上班和解决。在计划和实施的时候，要尽可能的整合

资源，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减少成本。（5）学习（Study）。

根据肾内科的有特点，探究常见问题和不良的问题。对不同案例进

行分析、讨论，掌握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内容，鼓励大自行学习。将

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实际传、帮、带教等方式，增强大家的

综合性素养[5]。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做好肾内科病区的巡视

工作，主动与患者交流，了解真实的情况，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实施床旁透析和置管的，还要最大限度保持服务的有效性，密切关

注临床情况，合理的减少并发症的出现。医生和护士之间，需要做

好配合工作。定期召集科室全体人员进行集体讨论和分析，按照实

际情况，调整下一步的服务与管理方案。加强病区管理相关知识的

学习，使用多元化的培训方式，例如：现场教学、情景演练等。提

高对 8S 管理模式的运用程度，按照收集来的意见，保持改进的持

续性。 

1.3 统计学方法 

要使用 SPSS 22.0 软件，在合理的数据整合中，使用（`x   ±

S），科学合理的落实计量实施检验。从 t 上看，使用 x2 ，得到回归

的多元线性回归和重复测量的方差，这个时候可以直观的看到，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6]。 

1.4 观察指标 

根据《护理质量与管理评价》实施指南推荐的医院护理质量评

价指标。结合本院的肾内科病区管理体系指标，落实整理—整顿—

清洁—规范—素养—安全—节约—学习的相关方式和内容，最大限

度提高应用效果。 

2 结果 

2.1 实施 8S 管理模式前后肾内科病区质控检查结果比较 

从结果可以直观的看到，实施前质控检查结果（86.1±2.2），

明显的低于实施后（95.6±2.1）。具有可比性（P＜0.05）。具体的参

见表 1. 

表 1 实施前后肾内科病区质控检查结果比较  例(％) 

组别 质控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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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前 （86.1±2.2） 

实施后 （95.6±2.1） 

注：P＜0.05。 

2.2 肾内科病环境满意度比较 

实施前肾内科病环境满意度（79.4±6.0），明显的低于实施后

（95.1±2.9）。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的参见表 2. 

表 2 实施前后肾内科病环境满意度比较 例(％) 

组别 病区环境满意度情况 

实施前 （79.4±6.0） 

实施后 （95.1±2.9） 

注：P＜0.05。 

2.3 职业素养的认可情况比较 

主要是从四个维度进行探究，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8S”

管理模式实施前后，实施后的的人员专业因素、个人因素、管理服

务、成就特征等分数，全部优于实施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的参见表 3. 

表 3 实施前后职业素养认可情况比较 (x±s，分) 

维度 实施前 实施后 

专业因素 3.64±0.49 4.61±0.72 

个人因素 3.73±0.65 4.89±0.61 

管理服务 3.72±0.46 4.95±0.94 

成就特征 3.12±0.46 4.05±0.74 

注：P＜0.05。 

3 讨论 

肾内科是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每天都会接受大量的患者。这

些患者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肾脏疾病，这些疾病不仅病例较为复

杂，并且类型较多。肾内科在管理的过程中，十分的重要，但是缺

少系统性的管理。一旦管理不到位，不仅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并且还会导致很多纠纷问题存在。“8S”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全面、

科学的管理方式，需要从多元化的视角，实施科学全面的管理。将

创新“8S”模式用于肾内科病区的管理中，可以提高医院的护理质

量。肾内科由于复杂性较高，管理的难度较大，理区域及范围广，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医院和科室的形象[7]。创新“8S”管理，

规范仪器设备等的管理，为肾内科患者提供安全保障，加大规范化

管理。“8S”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服务管理质量，加强对科室环境、

物品等的管理，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了自身素养，提高大家的工作效

率，为后续的深入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准备。 

此外，还可以分析和总结科室病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是不

良因素，组织大家进行探究，发表自己的意见。促进相关人员进行

自主学习，激发大家的病区管理意识，提高肾内科的管理质量。以

患者为中心，将物品放置到合理的位置，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根

据临床表现，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患者满意是对医院的最高评价，

也是衡量医院管理水平的核心指标。此时，就要结合实际，调查大

家的满意度，从不同的视角，分析质控检查结果，探究病区环境满

意度情况。将创新“8S”模式用于肾内科病区的管理当中，最大限

度增强大家的满意度，为后续的管理提供有效的基础条件。通过优

化一系列的管理措施，规范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提高管理和服

务的效果[8]。 

从另外一个视角进行分析，“8S”管理模式还可以规范员工的

行为，提高员工的综合性素养。按照“5S”活动的核心标准，端正

大家的工作态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落实员工的责任感，培养职

工爱岗敬业的品质。当前，“8S”管理要求对零乱的环境用物进行

整理、整顿、明识、定位，纠正大家的不良习惯，增加大家对规章

制度的执行能力，提升员工的依从性。加大认知能力，发挥主人翁

的思想，达到有效的管理效应。与此同时，员工还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结合自身已经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增强综合职业素养。也就是说，在协作、沟通、问题解决及创新思

维能力的建设下，持续性的提升大家的素养和能力，保持环境整洁

意识，让服务环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中。按照培训大纲进行培训和

考核，增加培训合格率，通过划分责任范围，实现日常维护责任到

人。对病区管理、抢救物品、分级护理、隔离消毒等相关的内容，

都要落实到真实的实践当中。该模式从多视角出发，保持正规、严

谨、科学性，能够更好地配合治疗，起到较好的治疗辅助作用。 

在实践管理的历程中，使用“8S”管理模式以后，人员专业因

素、个人因素、管理服务、成就特征等全部优于基础管理的阶段。

质控检查结果（95.6±2.1）和病区环境满意度情况（95.1±2.9），

也全部的优于实施前（86.1±2.2）和（79.4±6.0），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8S 理论在肾内科病区管理中与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

致性，展现了很强的优质化管理。 

因此，8s 管理模式在肾内科病区管理中展现了较强的应用效

果。可以明显优化病区的环境，保持整洁性。加大物品管理，提高

管理服务工作质量，增强服务安全性。加大病区环境的满意度，扩

大自身的认同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减少不良事件的出现，加大

团队合作精神建设。让内科病区管理更加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

化。树立良好的科室和医院形象，最大限度增加综合管理水准，可

以在实践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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