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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管理制度在护理管理中对提高医院护理质量的应用 
马燕 

(新疆医科大第四附属中医医院  干部三科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分析医院护理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实施强化管理制度的效果。方法：选择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间在我院接受诊治的

132 例患者与 11 名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的 66 例在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中，在常规管理制度下进行护理，组成参照组，在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中就诊的 66 例患者，接受强化管理制度下的护理，组成研究组；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管理前后的工作人员的

满意度与护理质量进行比较。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管理后，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与护理质量等指标，较管理前显著提高，差异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开展医院护理管理工作时，应用强化管理制度的方

式，可以显著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提升患者与工作人员的满意度，确保医院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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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医疗技术不断提升，国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和质

量不断提高，给医院护理管理带来诸多的挑战和压力，致使护

理质量成为医院管理主要研究的内容[1]。在实际的临床上，经常

应用常规管理制度的方式，管理效果一般，不能为患者提供优

质的护理服务。因此，就要扭转管理的护理观念，应用强化管

理制度的方式。其中强化管理制度是经过完善的一系列管理制

度和流程，对护理工作的监督与评估等力度显著提升，确保护

理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以及有效性[2]。本研究通过分析医院护

理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实施强化管理制度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间在我院接受诊治的 132

例患者与 11 名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的 66 例在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中，在常规管理制度下进行护理，组成参照组，

在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中就诊的 66 例患者，接受强化管

理制度下的护理，组成研究组。参照组患者中男性 36 例，女性

30 例；年龄 20~78 岁，均值（49.14±13.36）岁。研究组患者

中男性 35 例，女性 31 例；年龄 21~79 岁，均值（50.08±13.34）

岁。11 名护理人员之中，均为女性，年龄为 18-36 岁，平均值

（27.23±6.11）岁。分析组间患者的一般资料、管理前后的资

料，差异性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①选择本院就诊的患者和正式员工；②选择资

料完整，依从性较高的患者。排除标准：①排除家属不同意，

因为其他因素而退出研究的患者与工作人员；②排除临床资料

不完整的患者；③排除妊娠期、哺乳期的患者与工作人员[3]。 

1.3 方法 

参照组接受一般管理制度，按照制定的要求，制定护理服

务的目标和原则、护理操作规范等指标，并且按照要求，对工

作人员进行培训，做好安全管理的工作。研究组接受强化管理

制度，具体内容为（1）成立强化管理小组：选择副主任护师和

护士长等各 1 名，2 名护士为组员，制定明确的考核制度，完

善奖励和质量评价等制度。同时，要制定管理的政策，如管理

的目标和原则以及具体要求等，对护理部门特殊需求进行充分

考虑，以此保证管理的制度。（2）管理制度与流程的规范：对

护士的工作内容以及日常任务量等指标进行划分，并且把工作

绩效评分、医疗差错和患者满意度等作为管理的标准。建设优

质的绩效考核制度，对考核的指标与评价标准，监督工作人员

的职责履行时候，确保护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3）强化护士

的培训与教育：为护士开展相应的培训、教育等活动，促使护

士的专业能力显著提升。在培训的过程中，主要是对管理知识、

团队合作、沟通技巧等进行培训与讲解，确保护理工作的质量。

（4）落实沟通合作：强化沟通与协作的制度，保证医院各个部

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效果。强化管理小组成员要定期召开小组会

议，对相应时期的护理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制定解决问题，

并且做好交流工作，加强管理的效果[4]。 

1.4 指标观察 

1.4.1 护理满意度 

采用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

评分，总分为 30 分。标准为：（1）非常满意：24—30 分。（2）

满意：18—23 分。（3）不满意：0-17 分。满意度=（非常满意

+满意）/总例数×100%。 

1.4.2 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 

应用自制的工作质量评估表进行评分，从基础护理质量、

护理文书、健康教育和护理操作以及病房管理制度，其中各个

指标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护理质量越高。同时，应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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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评分法对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进行评分，总分为 100 分，数

值越大，满意度更高。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SPSS 19.0 软件，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者

表达形式为（均值±标准差）（ x ±s），计量资料组间比较应

用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计量资料组内比较用配对 t 检验。计数

资料表达形式为百分比（%），组间比较应用卡方（X2）检验，

等级资料组间比较，应用非参数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参照组 66 32 26 8 87.88 

研究组 66 36 29 1 98.48 

X2 - - - - 5.843 

P - - - - 0.016 

2.2 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对比 

管理后，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高于管理前，差异

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 x ±s），分] 

组别 n 基础护理质量 护理文书 健康教育 护理操作 病房管理制度 工作满意度 

管理前 11 91.23±3.36 81.76±2.37 90.52±4.73 90.25±4.66 81.49±1.74 85.61±3.56 

管理后 11 97.23±1.43 96.12±2.34 96.19±2.38 98.16±2.53 95.54±0.76 96.36±1.72 

t - 5.450 14.300 3.533 4.948 25.542 9.018 

P -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在传统护理管理制度实施的过程中，主要是安排护士的日

常工作人员，促使护理工作呈现形式化的状态。并不能针对患

者的个性需求与护士能力进行合理安排，导致护理管理工作质

量并不理想[5]。因此，在医疗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就要重视强化

管理制度的应用。 

在强化管理制度应用的过程中，借助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

与流程，对护士工作任务进行合理地划分，保证护理工作的顺

利进行。通过加强管理的方式，避免护理管理中的错误与混乱

等问题出现，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6]。同时，加大对于

护士的监督与考核力度，组建完善的考核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

对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进行定期的考核，并且把考核的结果与

绩效联系，以此保证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得以激发，有助于护士

及时发现自身的工作问题，积极改正，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

再结合本研究结果来看，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

异明显，有意义（P＜0.05）；管理后工作人员的护理质量与工

作满意度等更高，与管理前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以此表明强化管理制度对于医院护理管理工作有着显著的作

用，可以加大对护士的管理力度，提高护士的工作能力，确保

护士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有助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开展医院护理管理工作时，应用强化管理制度

的方式，可以显著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提升患者与工作人员

的满意度，确保医院工作质量，具备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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