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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与细节管理在老年病护理中的应用 
木卡坦斯·玉萨南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老年病科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与细节管理在老年病护理中的应用。方法：选取 2021.5~2022.5 期间我院老年病科收治的 200 例患者，随机将其

分为 2 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细节管理，观察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结果：不良事件发

生率：研究组的 0.00%低于对照组的 4.00%；护理质量评分：研究组更高（P＜0.05）；总满意率：研究组的 100.00%高于对照组的 95.00%（P

＜0.05）。结论：老年病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与细节管理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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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人群患病率也

在随之增长，老年病常见类型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

肿瘤、慢性肺炎、老年痴呆症、骨质疏松症等[1]。老年病患者存在

各器官组织退化、抵抗力下降、适应力减退、身体平衡功能减退、

独立性差等特点，这对护理提出了更高要求[2]。近年来，随着医学

模式的不断转变和人们对医疗护理服务需求的提升，优质护理在临

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优质护理是一种比常规护理更系统、全面、

优质、高效、综合的护理方式，该护理注重“以人为本”，不仅重

视患者的生理护理、基础护理，同时重视患者的环境、心理、社会、

情感、精神等各方面护理，可促使患者在各方面均处于愉悦、舒适

状态，为患者提供的护理更专业、优质[3-4]。同时近年来细节管理在

临床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细节管理是指建立在常规管理基础之上，

并将常规管理进一步细化、引向深入的管理模式[5]。本研究即探讨

了优质护理与细节管理在老年病护理中的应用，具体介绍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1.5~2022.5 期间我院老年病科收治的 200 例患者，随

机将其分为 2 组，分别为对照组（100 例，男 50 例，女 50 例，年

龄 40~80 岁，平均 60.23±8.18 岁）和研究组（100 例，男 51 例，

女 49 例，年龄 40~79 岁，平均 60.01±8.06 岁）。纳入标准：①各

项资料齐全；②同意此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障碍；②无法

沟通交流；③中途退出研究。两组资料无差异（P＞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基础护理、治疗护理、用药护理等。

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细节管理，如下： 

1.2.1 优质护理。将以下优质护理服务理念应用于患者的护理

中：（1）时刻以患者为中心，做到以人为本，重视患者的感受和需

求，满足患者提出的合理需求；（2）实施床边工作制，护理人员走

出护士站，走进病房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3）制定每种疾病的护

理流程、护理标准、常规护理，坚持晨晚间护理；（4）为患者提供

全方面的优质护理，包括基础护理、治疗护理、健康教育、心理护

理、环境护理、人文关怀、社会支持、护患沟通等。 

1.2.2 细节管理。（1）成立细节管理小组：成立细节管理小组，

由护士长、年资较高的护理人员等组成，小组合理分工，积极配合，

分析老年病科护理现状，寻找目前存在的护理问题，后制定细节管

理措施，制定完成后由护士长统一开展培训，全体护理人员参加，

并加强护理人员专业能力、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等的培养，培训结

束后进行考核，增强护理人员细节化服务意识，并对护理人员的责

任进行细分；（2）具体细节管理措施：护理人员管理细节化：对护

理人员实施精细化、标准化管理，管理详细至各个方面，并细分其

岗位职责，做到灵活调配；管理制度细节化：对科室现有管理制度

进行完善，包括病区、设备、医疗器械、护理人员、操作规范、护

理文书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完善制度后开展培训，使护理人员全面

掌握最新制度，并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按照制度为患者提供护理服

务，严格遵守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小组加强监督；护理流程细节

化：根据各疾病的实际情况，分析护理流程现状，改进护理流程或

重新制定流程，并拟定特殊疾病和特殊情况的应急预案，要求护理

人员按制定的流程为患者提供标准化护理，确保为患者提供的护理

精细、优质、严谨、全面，后续管理过程中持续改进、优化护理流

程；护理措施细节化：要求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细致、精细、综合、

全面的护理，对护理措施的各个细节进行强化，将健康教育贯穿于

患者的治疗全程，并视情况将护理服务延续至出院后，在为患者提

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时刻注重“以人为本”，做好人文关怀，并重

视患者的舒适护理、心理护理、社会支持等；护理安全管理细节化：

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对以往老年病科高发不良事件进行统计，分析

其发生特点，从而确定管理的重点，及时识别存在的安全隐患，对

于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加强患者的健康

教育，使其自觉参与到不良事件的预防中，加强病区管理，定期对

病区病房配套设施进行检查，若存在故障则及时报修，加强设备管

理，确保急救设备时刻处于备用状态，并确保设备使用正确合理，

定期检查、维护、保养设备，加强用药安全管理，静脉用药时严格

遵循药物配伍禁忌，确保药物使用合理，对于口服药物者给予其用

药指导，实施无菌操作时严谨标准，避免由于操作因素诱发院内感

染，夜间加强病房巡视，在患者休息时将其床栏拉起，对于行动不

便的患者，教会其正确使用助行器、拐杖或轮椅，并嘱家属给予患

者保护，留置管道的患者加强管道护理，嘱家属密切监测患者动态，

出现异常及时通知医护人员。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

和护理满意度均采用我科自制调查表评价，护理质量调查表满分

100 分，得分与护理质量呈正比。护理满意度根据评分结果分为非

常满意、较满意、不满意三项，总满意率=（非常满意+较满意）/

总例数×100.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采用χ2 检验和 t 检验，P

＜0.05 为数据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不良事件发生率：研究组的 0.00%低于对照组的 4.00%（P＜

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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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跌倒 坠床 走失 其他 合计（%） 

对照组 100 1（1.00%） 1（1.00%） 1（1.00%） 1（1.00%） 4/100（4.00%） 

研究组 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0.00%） 

χ2 - 1.005 1.005 1.005 1.005 4.082 

P - 0.316 0.316 0.316 0.316 0.043 

2.2 两组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对比 

护理质量评分：研究组更高（P＜0.05）；总满意率：研究组的

100.00%高于对照组的 95.00%（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对比[n(%)]（ sx ± ）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分）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100 81.56±5.12 70（70.00%） 25（25.00%） 5（5.00%） 95（95.00%） 

研究组 100 89.87±6.32 85（78.00%） 15（15.00%） 0（0.00%） 100（100.00%） 

t/χ2 - 10.217 6.452 3.125 5.128 5.128 

P - 0.001 0.011 0.077 0.024 0.024 

3 讨论 

老年病科是临床常见的一个科室，老年患者各脏器、组织生理

功能、形态、解剖上发生退行性变，表现为抵抗力下降、生理适应

能力减弱等衰老现象，故老年病大多存在起病隐匿、症状表现不明

显、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恢复慢、疗效差、易发生并发症等特

点，同时由于合并基础疾病较多、自理能力低下、身体平衡功能减

退等因素影响，导致老年病患者较易发生各种不良事件，如坠床、

误吸、烫伤、走失、跌倒等[6-7]。不良事件一旦发生，将对患者本人、

患者家庭、医患关系、医院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如加重患者病情、

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激化医患矛盾、威胁患者生命等，

故需为患者提供积极有效的护理[8]。往常采取的常规护理效果欠佳，

需选择其它护理。 

优质护理近年来在临床多种疾病的护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

护理是指将患者作为护理中心，全面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根据患

者护理需求，对护理专业内涵进行深化，对基础护理措施进行改进、

强化，为患者提供高效、综合、优质、全面护理的一种方式[9]。该

护理以患者为中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不仅关注患者的基

础护理、治疗护理，同时关注患者的其它方面护理，可满足患者多

方面需求，确保护理服务水平[10-11]。细节管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管理方式，是指在常规护理管理基础上，将管理措施精细化、具体

化的一种模式[12]。该管理方式可对常规护理的不足进行有效弥补，

强化每一方面、每一环节护理，确保护理工作的精细性和严格性，

进而有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同时该管理将各方面细节、管理责

任精细化、明确化、具体化，要求每一位护理人员到位、尽职，要

求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的护理措施严格、精细、全面、严谨[13-14]。

本研究首先成立由护士长、年资较高的护理人员组成的细节管理小

组，小组成员共同制定了细节管理措施，实施的细节管理措施包括

护理人员管理、管理制度、护理流程、护理措施、护理安全管理等

各个方面，严谨、细致、全面的管理措施发挥了良好效果。 

此次结果显示，不良事件发生率：研究组的 0.00%低于对照组

的 4.00%，总满意率：研究组的 100.00%高于对照组的 95.00%（P

＜0.05），可见优质护理与细节管理是显著有效的，效果优于常规护

理，不仅可有效预防不良事件发生，并可促使护理质量、护理满意

度得到提升。 

综上所述，老年病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与细节管理效果显著，

可有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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