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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层级管理在急诊护理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我院于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抽取 70 名急诊护士，随机将其分为

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予以常规交接班管理与层级交接班管理，比较两组的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护理管理质量、工作满意

度及心理状态均优于对照组，而其交接班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急诊护理交接班中施行层级管理

可缩短交接班时间，提高护理管理质量及满意度，同时还有效改善了护士的工作状态，为临床急诊科护理工作创造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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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班是急诊护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交

接班是否规范会直接影响急诊护理工作的质量及安全

性，若交接不规范，则会中断危重症患者的治疗过程，

甚至还会增加病死风险，引发一系列护患纠纷[1]。据相关

研究指出，急诊科收治的都是危重患者，人员数量多且

工作繁重，如此难免会存在护理交接不规范的情况，因

而加强交接班管理至关重要[2]。本文将深入分析层级管理

模式，探究其对急诊护理交接班的干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在院工作的 70 名护

士，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35 名，年龄

20-47 岁，平均为（33.12±1.09）岁，1 名男性、34 名女

性；观察组 35 名，年龄 21-48 岁，平均为（34.24±1.18）

岁，2 名男性、33 名女性。对比两组护士的基本资料，

组间差异均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交接班管理，即遵照常规交接班制

度进行交班，交班者通过口头描述的形式告知接班者患

者的实际情况，之后接班者遵医嘱指导患者进行检查，

由护士长带领护理人员展开护理工作。而观察组予以按

层级并按 SBAR 交班模式进行交接班管理如下：（1）建

立层级交接班管理制度，根据护士级别明确其交接班期

间的职责和义务，急诊室值夜班的人员至少安排 2 人，

一名护士须具备护师及以上职称，且理论知识和操作技

巧掌握扎实，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能力，

另一名则须具备初级护士资格。初级护士负责晨会内容

交接和记录，N3 级护士则负责补充急诊室 24 小时内可

能发生的情况，制定相应的预备方案，包括突然事件处

理、病情变化等[3]。（2）相关科室主任、值夜班医生、护

士长及 N3 级护士负责晨会交接工作，护士长带领当日接

班的护士及值夜班的护士负责床旁交接工作。（3）晨会

交接班之前，N1 级护士根据晨会交接班的流程书写记录

交接班内容，N3 级护士再补充相应的内容，之后值班医

生根据此进行交接，总值班医生负责补充交接内容。完

成晨会交接工作之后，护士长带领交接班护士开展床旁

交接工作，即主动到需交接的病房床旁询问患者的情况，

拉近护患关系，并检查患者的输液、管道、氧气、安全

警示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加强健康宣教，专项提问患

者，了解护理交接工作不到位之处，用以调整护理交接

方案，若遇到特殊案例，则需调整查房制度，反复查房

了解患者的情况，确保能解决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护

士长需监督和控制交接班的工作质量。（4）完善晨间交

接班质量标准，严格遵照国家卫生厅护理工作管理规章

制度和要求，充分尊重患者的实际情况，提高晨间交接

和床旁交接的工作质量[4]。 

1.3 观察指标 

①护理管理质量。②工作满意度。③采用 SAS 量表

和 SDS 量表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④交接班时间[5]。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软件分析研究中的实验数据，计量资

料采用标准差（ sx ± ）表示，用 t 进行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百分比表示，用 X2 检验，以 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护理管理质量对比 

管理后，观察组的服务意识、操作能力、解决问题

能力、预见性护理能力和工作责任心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的护理管理质量（ sx ± ，分） 

组别 例数 服务意识 操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预见性护理能力 工作责任心 

对照组 35 84.25±3.14 84.78±3.68 83.81±3.79 83.26±4.23 88.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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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35 92.78±3.33 91.28±3.17 92.84±2.57 91.18±3.93 94.92±1.84 

t 值 - 8.534 7.504 9.032 8.121 6.754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工作满意度、心理状态和交接班时间对比 

管理后，观察组的工作满意度为（98.20±2.59）分，

其高于对照组的（87.56±4.35）分（P<0.05）；观察组的

SAS 评分为（35.32±4.24）分，SDS 评分为（33.16±8.14）

分，其低于对照组的（41.51±5.30）分和（43.63±7.82）

分（P<0.05）；观察组的交接班时间为（47.53±2.61）s，

其短于对照组的（54.69±2.80）s（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的工作满意度、心理状态和交接班时间（ sx ± ）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工作满意度（分）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交接班时间（s） 

对照组 35 87.56±4.35 46.24±3.20 41.51±5.30 47.36±3.17 43.63±7.82 54.69±2.80 

观察组 35 98.20±2.59 46.12±3.10 35.32±4.24 47.43±3.28 33.16±8.14 47.53±2.61 

t 值 - 11.365 0.121 6.210 0.134 10.534 7.167 

P 值 - 0.000 0.232 0.000 0.245 0.000 0.000 

3、讨论 

本文在抽取的护理人员中分别施行了常规交接班管

理与 SBAR 层级交接班管理，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交

接班时间较对照组有所缩短，对服务意识、操作能力、

工作责任心等方面的管理评分以及护理人员对工作的满

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人员的心理状态也优

于对照组，可见 SBAR 层级交接管理较常规管理的效果

更好，究其原因，第一，SBAR 层级管理构建了亲密的护

患沟通关系，无论是 N1 级护士还是 N3 级护士都会主动

关心患者的感受，给予患者充分的关怀和心理支持，同

时还会在沟通过程中加强宣教，及时为患者答疑解惑，

更好地缓解了患者的身心痛苦[6]；第二，SBAR 层级管理

为护士提供了充分的学习的机会，在护理过程中护士会

不断学习、思考和总结，有效锻炼了护士的应变能力和

表达能力，使之专业基础更为扎实，同时还明确了护士

的职责和义务，不同层级，级别的护士各司其职，N3 级

护士补充 N1 级护士的交接班内容，相互合作，综合素质

得到了较好的提升[7]；第三，层级管理由相关科室护士长

主动参与床旁交接班工作，负责监督和实施各项护理方

案，查漏补缺，缩短了交接班时间，同时交接过程中有

效指导护士解决疑难杂症，预见性强，避免了各类风险

事件，从而有效提高了护理管理质量以及护士对工作的

满意程度[8-9]。 

综上所述，层级管理在急诊护理交接班中的应用效

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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