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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ISBAR 沟通模式在全科医学科护士床旁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制作《全科医学科病房 ISBAR 护理交班记录》本，选

取 2021 年 1～6 月在全科医学科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采用 ISBAR 交接班模式分为 ISBAR 组和对照组，ISBAR 组采用《全科医学

科病房 ISBAR 护理交班记录》本进行床旁交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口头交接班的方式。最后观察比较 2 组护士床旁交班时问题发生率、

患者对责任护士的知晓率及护士对患者病情“十知道”掌握情况。结果  ISBAR 组患者的责任护士对患者住院的诊断、简要病情、阳性化验

结果、对该患者目前关注重点、对患者病情掌握总分，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及护士对交接班模式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ISBAR 组患者对责任护士在患者护理期间的调查报告、科室报告、投诉(院级)及不良事件总情况的发生率、及责任护士交接班

时信心遗漏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 ISBAR 沟通模式的应用于全科医学科护士交接班工作中，能够有效提高

交接效率、提高交接质量，提高患者对护士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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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科是医院重点科室之一，其所属全科住培基地

为重庆市唯一入选的国家全科重点专业基地。在全科医学科的

逐渐发展的情况下，临床患者也逐渐增多，通过医疗、科研、教

学、住培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发展，因此，全科医学科护士交

接班工作的顺利开展是保障患者得到良好的就诊住院环境以及能

更进一步地提升护理效果 , 从而缓和护患关系 , 提升患者满意

度。中国医院协会在患者十大安全目标中明确要求“严格执行特殊

情况下医务人员之间有效沟通”。 

因此，全科医学科的护理人员使用同一种结构化、标准化的沟

通模式患者住院期间安全治疗的重要保障。即 ISBAR 标准化沟通

模式。ISBAR 标准化沟通模 式：身份（Identification）、 现状

（Situation）、背景（Background）、 评 估（Assessment）、 建 议

（Recommendation），简称 ISBAR 沟通模式， 是一种快速、有效

且结构化的沟通模式。该模式能规避交接、沟通过程中 重要信息

的遗漏，减少医疗差错，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医疗机 构

评审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JCI）、澳大利亚

医疗 安全与质量委员会（Australian Com_mission on Safety and 

Quality in Health Care，ACSQHC）推荐使用。 本研究将该模式有效

引用于全科医学科患者床旁交接班中，并将《全科医学科病房 

ISBAR 护理交班记录》本，用于全科护士对患者床旁交班，旨在规

范、标准化交班流程，保障护理安全和质量。 

研究对象 

患者一般资料：将全科医学科患者分为甲乙两组，甲组（1-30

床）为对照组，采用口头交接方式进行床旁交接；乙组（31-57 床）

为试验组，采用《全科医学科病房 ISBAR 护理交班记录》本进行

床旁交接班，进行非随机对照的设立。2 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士资料：2020．12 月～2021．6 月，选取我院全科医学科护

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护士共 14 名。职称： 护士 10

名(66．7％)，护师 3 名(20％)，主管护师 1 名 (6.7％)；学历：大专

4 名(26.7％)，本科 11 名 (73.3％)；工作年限：>5 年 5 名(35％)，3～

5 年 2 名 (15％)，<3 年 7 名(50％)。  

方法 

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护士对患者采取常规床旁口头交接班模式

进行交接班，然后交班护士和接班护士在患者床旁针对患者的病情

主要存在的问题和观察重点进行口头交接，接班者依据交班者的交

班内容执行相应的护理措施。ISBAR 组执行 ISBAR 标准沟通模式

交班的方法，交班护士在交接班前根据患者当班实际情况以打勾和

简要填写的方式填写好《全科医学科病房 ISBAR 护理交班记录》

本的内容，见表 1。并且在建议（Recommendation）栏里写针对该

患者的重点观察内容或者对接班护士的建议，接班者则逐一核实，

双方交接清楚后由交班者和接班者在表格下方签字确认，明确责

任，同时能较好地避免交接时遗漏重要信息。 

表 1 全科医学科病房 ISBAR 护理交班记录本 

 
观察指标： 

使用不同的交班方法对两组患者进行交接班以后 , 首先对 

ISBAR 模式进行护理床旁交班方式后信息掌握率进行观察统计 , 

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其次，再对 ISBAR 模式进行护理床旁交班

方式后患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 ，由专人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

统计 。第三，护士对患者病情“十知道”掌握情况。利用彭小贝

等设计的《责任护士对危重患者病情掌握“十知道”》评分标准，

由护理专业质控组长对接班护士进行患者病情“十知道”的考核，

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年龄），主要诊断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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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史、既往史，辅助检查阳性结果，主要治疗方案，主要的护理问

题及护理措施，潜在风险及防范措施，生命体征，饮食及大小便，

体位及活动情况，心理情况共 10 项，每项 10 分，得分越高表示

护士对患者病情“十知道”掌握情况越好。 

结果  

ISBAR 沟通模式实施 3 个月后，效果显著。通过标准化 ISBAR

沟通模式床边交接班的实行，规范了全科医学科护士床边交接班的

模式及流程，交班者重点突出，接班者清晰明了。护士能够主动热

情向患者介绍自己，主动服务意识增强，提高了住院患者满意度，

有效降低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有形成果 将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科医

学科护士床旁交接班情况进行分析汇总，床边交接班缺陷率由

36.2% 降低到 10.1%。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提高了护士对患者的知

晓率，降低了因交接班不清而引起的隐患。 

讨论 

护理交接班是传递护理信息的重要环节, 在全科医学护理工作

中尤为重要，患者的重要治疗护理信息、有效措施通过交班护士传

递给接班护士,是接班护士了解病人健康状况的重要途径, 也是保

证护理工作连续性、安全性的重要措施。ISBAR 模式床旁交接作为

护理交接班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实现护理工作的无缝对接至关重

要。ISBAR 沟通模式避免交接班非结构化的、信息不对称、不准确、

经常中断、遗漏关键信息而传达陈旧或不必要的信息等，能有效的

降低床旁交接班缺陷率，有效的提升护士的专业素养，全面掌握患

者的动态信息，提高医疗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使患者的护理质

量得到持续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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