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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中采用三维管理模式具有的管理效果。方法：采用对比研究措施验证三维管理模式的管理效果，研究工作需

要的患者均来自本院心内科收治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收治的时间划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人数各为 50 例。对照组护理管理工作采

用常规管理模式、观察组则采用三维管理方式，对比两组管理后的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实施三维管理模式后的护理风险事故发生率、医疗投诉

事件发生率、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率、患者满意度四项数据都要显著优于对照组。结论：在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中应积极采用三维管理模式，可显著

提升管理质量与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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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是心内科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在医疗领域及人们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对于护理质量的要求逐渐提升，需要护理

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出管理的作用，促进护理质量不断提高，在满足人们

患病时护理需求的同时，推动医院更好地发展[1]。三维管理模式应用于

护理管理工作后，管理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并提高了护理质量，对于医

院医疗水平的提高、患者治疗效果的提升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具体效

果如下研究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需患者均从本院心内科在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间收治患者

中随机抽选出 100 例，统计资料：年龄统计并计算其平均值（27.5±6.5）

岁，男女患者人数统计分别为 55 例与 45 例。根据研究工作要求、按照

患者入院时间顺序均分 100 例患者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人数各为

50 例，对比两组患者各项数据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可以实施对比研

究工作。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护理管理工作中采用常规管理内容。观察组护理管理工

作中实施三维管理模式，具体为：（1）逻辑维管理。构建护理管理小

组，管理工作中采用逻辑思维管理思路，对心内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并根据挖掘与分析的结果制定出具体管理方案。管

理方案制定完成后，采取三维管理模式的学习与培训工作，促进护理管

理小组人员掌握三维管理模式、实施的意义，进而在实施护理管理时能

够运用自身逻辑思维能力评估护理风险，达到提升护理管理质量的目

的。同时，还要采取定期评价护理质量的措施，积极改善存在的问题不

断提升护理质量。（2）时间维管理。制定护理管理规章制度，对护理

流程进行有效的优化，并明确每位护理人员工作职责，包括高年资护理

人员与低年资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还要要求临床护理人员能够全面掌

握护理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进而达到护理资源合理化

利用的目的。同时，制定出弹性排班制度，在排班时达到人性化与合理

化的要求，实现护理高潮阶段要具备充足的护理人员，低潮阶段则采取

轮换制度，保证护理人员能够充分的休息并降低其工作压力，进一步保

障护理工作达到质量要求。（3）知识维管理。实施层级培训的措施，

根据护理人员年资不同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进而达到不断提升护理人

员专业能力的目的。比如，低年资护理人员的培训内容，应针对基础理

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进行培训；高年资护理人员的培训内容，应针对专业

知识学习与管理能力培养进行培训。同时，还就对优秀护理人员进行选

拔，采取优秀护理人员进修的措施，将各种增长专业能力的学习机会提

供给优秀护理人员，促进其各项能力全面成长。 

1.3 评价指标 

观察组两组患者护理中出现的护理风险事故发生率、医疗投诉事件

发生率、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率、患者满意度四项指标，患者满意度评价

采用本院自制的调查表，内容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项内容，

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与满意的和。 

1.4 统计学方法 

观察的四项指标均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实施分析与处理工作，

计数资料的表现形式采用（n，%）来表达，并实施 检验验证结果。

若 SPSS20.0 统计软件分析与处理后的数据低于 0.05，表明两组数据间

的对比达到了统计学要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故发生率、医疗投诉事件发生率、医疗纠

纷事件发生率的对比 

统计并计算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故发生率、医疗投诉事件发生率、

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率后，观察组这三项数据要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故发生率、医疗投诉事件发生率、 

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率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护理风险事故发

生率 

医疗投诉事件发

生率 

医疗纠纷事件发

生率 

对照组 50 24.00（12/50） 16.00（8/50） 18.00（9/50） 

观察组 50 4.00（2/50） 1.67（1/60） 2.00（1/50） 

P 值 -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对比 

统计并计算两组患者满意度后，观察组的两组数据指标要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士满意度与患者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n=50）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19 13 18 64.00 

观察组 32 17 1 98.00 

P 值 - - - ＜0.05 

3 讨论 

医院心内科部门具有较多的患者，并且年龄跨度较大及病情严重程

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化[2]。因此，心内科的护理工作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如果护理管理工作不到位，或者采取不正当的管理模式，会因护理工作

的复杂性而出现护理风险、投诉事件、医疗纠纷事件等，对于医疗质量、

医院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在护理管理工作中采用有效

的管理方式，在提升管理质量的同时提高护理质量，进一步促进患者有

效康复并推动医院更好的发展。 

本文针对三维管理模式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出护理风险事

故发生率、医疗投诉事件发生率、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率、患者满意度四

项指标都得到了显著优化，原因与三维管理模式对护理过程进行了全面

管理密切相关，通过运用逻辑思维挖掘出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制

定出有效的管理方案落实于管理中，达到改善护理不足并提升护理质量

的目的。同时，通过时间维度严格依照护理流程开展工作、合理化排班，

保证护理操作标准化、降低护理人员工作压力保证操作质量。通过知识

维度不断培养护理人员专业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达到不断提升护理质

量的目的，促进了护理管理质量与护理效果的快速提升。 

综上所述，心内科护理管理工作中应积极采用三维管理模式，在显

著提升管理质量的同时提高护理质量，进一步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并促进

医院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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