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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干预性管理能否使老年内科病房护理中断情况有所改善，挑选在我院老年内科病房工作的护理人员 15 名。通过干预性管理前和
干预性管理后的对比实验，最终反映出进行干预性管理后，可有效的改善护理中断问题，提高医院的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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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中断事件在一些科室的病房护理中时有发生，护理中断十

分影响患者对医院的护理满意度。护理中断即为在突发情况下护理
人员中断了当前的护理事务，转移或分散注意力到其他行为中，虽
然这种行为合乎规范和伦理，但是也会引起患者的不满。随着人们
对于医疗需求的提高，当前的护理中断事件应该减少发生，保证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护理心情。老年内科病房患者大都年纪较大，患有
慢性病的概率较高，该科室的特征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加大。
当前，护理中断事件也十分影响老年内科病房的护理效果，本文通
过对比实验对干预性护理的应用效果。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通过对相关护理人员进行实验来了解干预性管理的效果。挑选

在我院老年内科病房工作的护理人员 15 人，并在两个时间段内进
行对比试验。对照组的普通常规护理实验进行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22 日，对比实验的进行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5 日～22 日。
两个时间段均由相同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其中挑选的护理人员年
龄为 25～50 岁之间，工作年限为 5～20 年。其中包括护士、护师、
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士四个职称。 

2.实验方法 
2020 年 10 月份进行的对照组实验，对 15 名护士的相关护理行

为进行记录。在 10 月份进行对照组实验后对 15 名护士展开为期一
个月的相关培训，在进行干预性管理培训后，15 名护士再次进行实
验组实验，记录下书名护士的相关护理行为，对照两组实验的结果。
实验组在七日内所进行的干预性管理内容如下： 

2.1 成立科室管理小组 
由于老年内科的病房护理工作需要额外的细心，因此需要成立

相应的管理小组并制定合理的应急预案。尽量处理好医院、护理人
员、患者及患者家属三方面的关系，对于物品的供应、医护人员倒
班的时间以及相应的工作顺序都应该进行明确[1]。 

2.2 制定宣传手册 
根据入院老年患者的具体情况，对每一位患者的身体疾病病因

及疾病种类进行了解，尽量为每一位患者制定出个性化的护理方
案。将相应的注意事项和健康知识形成宣传手册发放给每一位患者
及患者家属，并为患者提供具有预见性的健康教育护理。内容包括
具体的疾病预防、治疗注意事项、护理注意事项、疾病症状、应急
预案等[2]。 

2.3 展开中断事件知识讲座 
中断事件的知识讲座需要对护理人员及患者或者家属双方展

开，其中包括中断事件发生的原因、概率、危害及措施等。在讲座
过程中需要让护理人员及患者、患者家属都了解到中断事件的相关
问题。一方面可以提高医护人员，减少中断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
也能够让患者及患者家属更能理解体谅护理人员的工作[3]。知识讲
座的开展更有利于护患双方进行交流。 

2.4 优化工作环境 
为保证老年患者能有更好的护理条件，减少发生护理中断事件

的概率，尽量为相关的护理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要求有专人
接听工作电话，有专人应对日常的突发事件，也有专人接待患者，
并回答相应家属的咨询和疑问。在护理工作中，应该明确 15 名护
理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若有护理人员在进行实际护理操作时，应
贴上相关的警示牌。同时要为数名护士举行相应的户外活动，保证
护理人员能够减轻压力。同时，护士的办公室要配有电脑，这样方

便及时与医生沟通。在每位护理人员工作时，要尽量考虑到其他护
士的工作，避免相互打扰[4]。 

3.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通过观察干预前后护理过程中发生中断事件的次数、

频率以及中断时间来反映干预性管理的护理结果。 
二、结果 
由下表的对比实验数据可以反映出，护理中断事件发生的概率

有明显的降低，中断事件发生的频次和例次都有所改善。在护理过
程中发生了中断事件后，其中断持续的时间有明显的缩短。证明干
预性管理能够有效的减少中断时间的发生，能够很好的提高护理质
量。 

表 1 干预前后护理中断事件发生情况 

组别 例次/次 频率/次·h-1 中断持续时间
（min） 

对照组 963 7.32 4.41 
实验组 694 5.43 2.38 

三、讨论 
在护理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中断事件，护理人员的护理中断有多

个因素所影响，比如护理环境、患者及患者家属、同事、医院管理、
自身情况等。本次实验所进行的干预性管理正是对于这些因素进行
干预，希望通过制定相应护理方案，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来减少
相关因素的干扰。通过这次实验，发现干预性的管理能够有效的减
少护理中断发生的次数，也能够缩短护理中断的时间，这对于医院
提高护理质量有很大的帮助。本次实验中对相关护理人员及患者、
患者家属都展开了相应的健康教育，目的是为保证护理人员与患者
之间有良好的沟通，能够有效的解决相应问题，可提高护理人员的
工作效率，降低发生护理中断事件的概率。老年内科病房的患者大
多年纪较大，患有慢性病的概率也较高[5]。在护理过程中更需要护
理人员仔细有耐心，不但要考虑到老年人的情绪，更重要的是时刻
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变化，以免出现突发情况。老年内科病房的护理
工作给医护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有时医护人员在焦急环境下十
分容易发生护理中断事件，此次实验对相关的外界因素进行控制，
最终发现相关因素的控制能够有效的提高医院的护理水平。 

四、总结 
干预性管理能够有效的控制老年内科病房护理影响因素，干预

性的管理也可在其他科室进行推广，利用控制影响因素这一关键点
来调整现有的护理方案，使整体的护理工作能够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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