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管理 

 200 

医学研究 

柔性管理在脊柱外科护理管理中应用的有效性分析 

刘世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430030) 
 

摘要：目的：分析柔性管理用于脊柱外科护理管理的价值。方法：2020 年 3 月-10 月本院脊柱外科未开展柔性管理工作期间接诊的病人 50 名为对照

组，2020 年 11 月-2021 年 7 月本院脊柱外科开展柔性管理工作期间接诊的病人 52 名为试验组。对比护理差错发生率等指标。结果：从护理差错上

看，试验组发生率 1.92%，和对照组 14.0%相比更低（P＜0.05）。从护理管理质量上看，试验组（98.63±1.01）分，和对照组（92.48±2.54）分相

比更高（P＜0.05）。从满意度上看，试验组 98.08%，和对照组 82.0%相比更高（P＜0.05）。结论：脊柱外科护理管理用柔性管理，效果更好，护理

差错发生率更低，病人满意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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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组织结构中，脊柱外科占据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其收治的

病人往往具有病情复杂、发病急与病情危重等特点，加之病人需要长期

卧床休养，使得其护理风险明显增大[1]，而护理风险的发生除了会降低

病人的疗效之外，还会增加护理纠纷发生的几率[2]。为此，医院还应加

强对脊柱外科病人进行护理管理的力度。本文选取 102 名脊柱外科病人

（2020 年 3 月-2021 年 7 月），注重分析柔性管理用于脊柱外科护理管

理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3 月-10 月本院脊柱外科未开展柔性管理工作期间接诊的病

人 50 名，设置为对照组，女性 23 人，男性 27 人，年纪最小 22 岁，最

大 78 岁，均值是（52.68±4.96）岁。2020 年 11 月-2021 年 7 月本院脊

柱外科开展柔性管理工作期间接诊的病人 52 名，设置为试验组，女性

22 人，男性 30 人，年纪最小 23 岁，最大 77 岁，均值是（52.14±4.68）

岁。2 组年纪等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院脊柱外科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在完善常规护理管理措施的基础

之上加用了柔性管理法，内容如下：（1）定期组织科室护士进行培训，

要求每名护士都能掌握柔性管理的基本概念与内容，确保科室柔性管理

文化能够得以建立。根据护士年纪、文化程度与工作经验等，制定个体

化的培训计划，并定期安排护士到别院学习。（2）全面监管病人的健

康危险因素，充分调动群体与个人的积极性，以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改

善病人健康管理的效果。制定健全的护士健康档案，从多方面入手收集

保健信息，同时做好护士的心理辅导工作。若护士年纪较大，需充分体

现柔性管理理念，帮助护士解决当前面对的困难，让护士没有后顾之忧。

定期组织护士开展文娱互动，如：趣味运动会和才艺比赛等，以减轻护

士的工作压力，消除护士的职业倦怠感。（3）根据护士实际情况，合

理排班，不仅需要照顾到护士的生活需求，还需要照顾到护士的学习需

求，以充分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让护士能够愉快的工作。针对护理工

作中出现的失误与差错，需予以系统性的差错管理，正向引导护士指出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鼓励护士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以锻炼护

士解决问题的能力。（4）每个季度组织护士进行 1 次考核，同时将考

核结果与护士的晋升与绩效等挂钩，以激发护士工作的热情。对于工作

突出的者，需予以其适当的奖励。对于经常出错者，则需对其进行惩罚。 

1.3 评价指标 

1.3.1 统计 2 组护理差错发生者例数。 

1.3.2 用自制调查表评估 2 组护理管理质量，总分 100。 

1.3.3 调查满意度，等级评分标准如下：满意 91-100 分，一般 71-90

分，不满意 0-70 分。对满意度的计算以（一般+满意）/n*100%的结果

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经 SPSS 20.0，t 对计量资料（ sx ± ）检验，χ2 对计数

资料[n（%）]检验。若 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差错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对于护理差错发生者，试验组 1 人，占 1.92%；对

照组有 7 人，占 14.0%。对比可知，试验组护理差错发生率更低（P＜

0.05）。 

2.2 护理管理质量分析 

从护理管理质量上看，试验组（98.63±1.01）分，对照组（92.48

±2.54）分。对比可知，试验组得分更高（t=9.4269，P＜0.05）。 

2.3 满意度分析 

从满意度上看，试验组 98.08%，和对照组 82.0%相比更高（P＜0.05）。

如表 1。 

表 1 统计满意度调查结果表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52 1（1.92） 14（26.92） 37（71.15） 98.08 

对照组 50 9（18.0） 17（34.0） 24（48.0） 82.0 

X2     7.1965 

P     0.0284 

3 讨论 

医院脊柱外科比较特殊，具有医疗事故多与不良事件多等特点[3]，

由于病人病情进展较快，且病情严重，使得护理难度加大，护理工作量

增多，进而导致护士一时之间难以很好的对病人进行护理，特别是对于

经验不足的护士来说，面对这些情况肯定比较焦虑和紧张，容易出现手

忙脚乱的情况，进而对各项护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直接性的影响[4]。 

柔性管理乃新兴的护理管理方法，涵盖了“以人为本”这种新的理

念，能够激励护士，尊重护士，关心护士，同时重视护士的心理健康，

让护士能够以一种更好的状态对病人进行护理，以在最大限度上预防护

理纠纷的发生，减少护理差错发生几率，改善科室整体护理管理质量[5]。

柔性管理能够促进科室人性化管理理念的建立，同时能够满足护士的学

习需求，可充分调动护士工作的积极性。 

伍万荣的研究[6]中，对 96 名脊柱外科病人都进行了常规护理管理，

同时对其中 48 名病人加用了柔性管理法，结果显示，管理组护理差错

发生率 2.08%（1/48），比常规组 16.67%（8/48）低；管理组满意度 95.83%

（46/48），比常规组 79.17%（38/48）高。表明，柔性管理对降低护理

差错发生率与改善病人满意度都具有显著作用。对于此项研究，分析护

理差错发生率，试验组比对照组更低（P＜0.05）；分析满意度，试验组

比对照组更高（P＜0.05），这和伍万荣的研究结果相似。分析护理管理

质量，试验组比对照组更高（P＜0.05）。 

综上，脊柱外科护理管理用柔性管理，护理差错发生率更低，护理

管理质量更好，病人满意度也更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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