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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层次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以我院神经内科在 2022 年 2 月到 2023 年 3 月收诊的 84 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分层次管理措施的价值进行分析，探究患者的康复情况。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不满意、满意度 90.48（38/42）、4.76（2/42）、4.67（2/42）、95.33（40/42）和 73.81（31/42）、11.91（5/42）、14.29（6/42）、85.71

（36/42），有差异，（P＜0.05）。结论：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采取分层次管理措施可以有效的降低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护理工作质量

明显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高，这种护理措施也可以改善患者情绪，具有推广的价值。 

关键词：分层次管理；神经内科护理管理；应用价值 

 

神经内科是医院的重要科室，科室的患者主要是脑部血管

疾病、脊髓疾病等，这些疾病发病比较危急，在发病后可能会

出现较多的并发症，并且还会影响患者安全。神经内科管理中

需要做好安排工作，所有的护理人员要有较强的能力，并且要

制定完善的管理体系，降低对患者的影响。神经内科管理中采

取分层次管理措施能够有效的降低对患者的影响，优化分配、

职责明确，并且自身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会不断的提高，这对

患者治疗有重要的价值[1]。以我院神经内科在 2022 年 2 月到

2023 年 3 月收诊的 8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对分层次管理措施的价值进行分析，探究患者

的康复情况，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神经内科在 2022 年 2 月到 2023 年 3 月收诊的 84 例

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分层次

管理措施的价值进行分析，探究患者的康复情况。患者信息如

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性别（例） 年龄（岁） 

组别 例数 
男性 女性 

年龄范

围 
平均年龄 

BIM（kg/m2） 

观察组 42 22 20 31-67 
52.12±

15.24 
24.12±5.45 

对照组 42 24 18 33-69 
52.34±

15.24 
24.65±5.74 

T/χ2 -- 1.021 1.245 0.525 0.857 0.754 

P -- 0.285 0.223 0.638 0.401 0.497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按照白班、小夜班和大夜班轮

值进行患者管理。 

观察组采取分层次管理措施：（1）分级。医院要分层次管

理患者，并且要根据神经内科的实际情况将所有的护理人员分

级管理，并且要按照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和职称等分层，并且

要对护理工作内容划分[2]。第一，护理人员负责最基础的护理工

作，主要是对患者进行生活护理；第二，初级护理人员，主要

是从事治疗的基础护理，严格的执行医嘱，并且要了解患者的

实际情况，能够保证治疗活动顺利实施；第三，高级护理人员，

负责监督和落实基础初级护理工作，要了解所有的顺利工作实

施要求，并且要严格的按照相关要求负责各项工作[3-4]。（2）升

级降级管理。所有护理人员分级后不仅需要升级，还需要降级

处理，这样能够激励护理人员学习，还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专

业能力，还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开展各项工作，并且由护

理人员的具体工作决定，定期考察护理人员的实际情况，并且

要每个季度考察护理人员的能力，决定升级或是降级处理[5]。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2）患者的护理质

量对比。（3）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4）患者的 SAS 与 SDS 评

分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使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

（ x ±s）使用 t 工具进行检验，对比数据差异。而（%）表示

的数据使用 X2 工具检验。最后的检验结果是使用 P 进行分析，

对于数据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其中 0.05 为分界值，大于 0.05

的数据没有差异，小于 0.05 的数据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摔倒 坠床 液体外渗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2 2.33（1/42）2.33（1/42）0.00（0/42） 4.67（2/42） 

对照组 42 2.33（1/42）7.14（3/42）9.52（4/42） 19.05



 

医院管理 

 234 

医学研究 

（8/42） 

χ2 -- 0.000 5.012 9.527 15.245 

P -- 1.000 0.027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对比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 x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态度 护理理念 无菌操作 护理能力 

观察组 42 
94.74±

2.65 
92.87±2.36 91.67±2.44 92.07±2.24 

对照组 42 
82.77±

3.37 
85.02±3.12 84.30±3.67 83.64±3.41 

t -- 12.512 7.502 7.136 9.724 

P -- 0.001 0.005 0.008 0.001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表 4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2 90.48（38/42）4.76（2/42） 4.67（2/42）
95.33

（40/42） 

对照组 42 73.81（31/42）11.91（5/42） 14.29（6/42）
85.71

（36/42） 

χ2 -- 16.954 7.254 10.565 10.565 

P -- 0.001 0.008 0.001 0.001 

2.4 两组患者的 SAS 与 SDS 评分对比 

表 5 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 与 SDS 评分（ x ±s）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2 69.57±6.12 42.12±2.12 
68.45±

5.45 
41.24±2.12 

对照组 42 69.37±6.78 50.32±4.32 
68.57±

5.34 
48.45±3.54 

t -- 0.645 8.578 0.957 7.524 

P -- 0.531 0.004 0.341 0.005 

3 讨论 

神经内科护理管理要求护理有效性，在护理管理中需要针

对护理风险进行分析，对于患者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风险因素进

行分析，了解不同患者发病的具体情况，同时要掌握专业知识

和技能，要提出更好的要求处理各种问题[6]。神经内科护理管理

中要积累经验，要落实层级管理制度，将所有的护理人员工作

明确，并且要调动工作积极性，还应该增强人员工作积极性，

还应该转变护理人员的思维模式，更好的服务患者[7]。结果显示，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情绪和不良事

件发生率对比，有明显的差异（P＜0.05）。分层次管理措施在

神经内科管理中运用能够及时的观察患者的危重症变化情况，

还应该按照医嘱对患者进行护理，这样可以满足医生、患者和

社会需求，这样可以调节护理管理模式，还应该考虑特殊性[8]。 

神经内科管理中需要做好各项管理工作，尤其是很多患者

的病情变化比较快，虽然已经接受治疗，但是在后续可能会出

现多种问题，因此会导致患者病情变化，还有可能会发生较为

严重的问题，这就需要分层次管理各种患者，对于不同疾病的

患者采取不同的措施，并且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分层次管理

措施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运用能够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

还应该充分发挥各类护理人员的特点，并且可以有效改善护理

质量[9]。 

综上所述，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采取分层次管理措施可以

有效的降低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护理工作质量明显提升，

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高，这种护理措施也可以改善患者

情绪，具有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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