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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管理模式对血液透析室护理质量的应用研究

裴思丽!赖金香!傅小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医院肾内科!福建泉州
!

+;'***

%

!!

"摘要#

!

目的
!

探究层级管理模式对血液透析室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透

析总人次
&+,;*

例划分为普通护理组#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透析总人次
'/;+;

例为层级护理组&普通护理

组按照传统护理方式进行!层级护理组施行层级护理管理#比较两组的护理质量&结果
!

普通护理组血液透析时患

者缺陷率为
*(&,*<

#层级护理组缺陷率为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Y'*(/)

!

G

&

*(*)

%&实行层

级管理模式后患者的满意度高于实行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结论
!

层级管理模式能够提高血液透析

室的护理质量&

"关键词#

!

管理#

!

血液透析室#

!

层级管理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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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

"

'*&)

%

&*5&./.5*'

!!

血液透析治疗往往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巨额经济压力和巨

大精神压力+因此#患者具有较复杂的心理#如何全面掌握透

析患者的身体情况#达到让每名患者满意的服务目标#这就需

要保持相对固定的护理人员使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

*

+为更好

地提高护理质量#扩大管理效能#现将本院层级管理工作介绍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透析科具有透析设备
',

台#护理人员

&;

名#其中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护士
:

名,助理护士
&

名#

'*&'

年
&

月起层级管理模式在本院血液透析室开始#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透析总人次
&+,;*

例划分为普通护理

组%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透析总人次
'/;+;

例为层级

护理组+每个小组统一配备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护士
+

名+未归入小组的人员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小组成员主要职能

是完成透析患者日常透析护理+组长由主管护师担任#其主要

任务是负责本小组护士以及需要透析患者的管理#小组人员轮

换周期为半年一次+

$(/

!

方法

$(/($

!

明确各护理人员职能#组内成员分工协作+组长职能

要点是从护理质量,安全管理方面进行控制%实施有一定难度

的内瘘穿刺%对下级护士的培训与指导+护师主要职能是对患

者的接机,下机进行透析,置管的护理#完成特殊的治疗和护

理#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

*

%护士除了上,下机的工作之外#另

外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透析过程中对患者生活进行照

顾#透析机的消毒与保养等一系列工作+各级人员严格按照岗

位职责要求#遵守标准化流程规定来完成各自相应的护理

工作+

$(/(/

!

细化工作内容并将质量考核标准具体#对工作质量进

行定期考核及评价+保证每名患者完成治疗方案并且保证透

析安全#就是透析室护理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所以透析室护理

小组对各层次护士每月进行
&

次综合评价与核算#包括对患者

透析时消毒隔离与监护的能力,对患者健康指导,护理文书书

写,护理安全管理,进行培训与考核
;

个方面)

+

*

+

$(/('

!

实行组长负责制#固定查对流程+对预冲后的透析机,

管路及机器的工作状态由组内的主管护师或护师在每日接机

前完成初次查对%上机后由主管护师确定透析机的运转参数和

超滤量的设定,检查透析液离子浓度和温度,抗凝剂用量#主管

护师需与护师一并核对透析医嘱#确保治疗参数与医嘱符合度

一致+各区透析患者每日的监护管理全程由每组组长负责+

$(/(1

!

组长负责召开小组会议#提高各组工作质量+每次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IW>L8AJK

!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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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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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要求护理人员将技术或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由全科

人员进行讨论解决%同时对患者管理的技巧或经验进行讨论交

流以期保证服务质量+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922'*(*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Y

*(*)

为检验水准#

G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层级护理管理模式实施后各项指标对比
!

普通护理组血

液透析时患者差错和缺陷数有
'+

例#其缺陷率为
*(&,*<

$

'+

"

&+,;*

&%层级护理组差错,缺陷数为
&*

例#占
*(*+)<

$

'+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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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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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
!

实行层级管理模式后患者的满

意度高于实行层级管理模式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

<

()

组别
*

穿刺技术 监护过程 健康教育 生活护理

普通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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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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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治疗适应证的延伸#血液

透析中心所面对的治疗对象不仅仅是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

患者#还需要面对不同科室的住院患者#使护理人员工作班次

存在固定,急诊和激动等多样性+这使得护理人员每天工作内

容和对象都是不同的#不利于深入了解患者病情#也不利于医

患和医护人员沟通+为了解决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一系列问

题与弊端#现代医院逐步尝试层级管理模式对医院患者实施护

理+层级管理模式有利于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交流与沟通#使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优质护理+由于透析

特殊性#护理人员对透析患者安全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

+以

前由于护理人员不固定#个别患者又需要随时依据病情调整透

析治疗#护士对透析患者治疗信息不能第一时间知晓#容易出

现透析机型号用错,肝素剂量得不到及时调整等问题#存在危

险隐患)

)

*

+层级管理模式实行后#各组拥有固定的成员在其所

负责的区域对患者进行较为连续的透析服务#能够及时,有效

地掌握患者病情#同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对患者提出的需求

进行妥善处置#使其能够最大限度进行患者的管理与评估#极

大地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

;5,

*

+

实行层级管理模式后#护理人员对各自区域患者的各项情

况都有所了解#促使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身体特点进行不同的

心理教育和健康指导%同时伴随专业技能的提高#能够依照每

个患者血管的不同特点进行内瘘穿刺)

/

*

+在血液透析室进行

层级护理干预#能够使患者得到有效的护理#全面展现了0优质

服务1的护理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得到了透析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认可)

:

*

+医院实行层级管理模式#从根本上优化了医院

自身的人力资源配置#快速了解,解决患者针对医院提出的一

系列需求#促使患者对医院的护理工作有较高的满意度#为患

者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服务#也为医院本身带来了较好的经济利

益与社会效益+

层级管理模式使各个层次的护理人员责任分明#目标明

确#高职称的护理人员参与护理管理#激发了工作热情#在积累

了管理经验同时也为年轻护士起到了指导和带头作用#充分实

现了自我价值#并且创造出了更加安全有效和轻松的工作环

境#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

&*5&&

*

+与此同时#低年资护士在特定

岗位上能够学到一门专业的护理技术#提升了自身专业能力#

也学习到了有用的专业知识+实施层级管理模式后#护理人员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均得到了长久实践#能够从根本上了解各

个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可以深入了解自身岗位的重点#通过自

身的业务能力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获得持续进步的动

力#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坚固基础+层级护理的实施#通过每月

各小组间的讨论交流,互相学习#使得每名护理人员在自己专

业操作技能#专业知识和沟通交流的方面受益匪浅#综合素质

有效提升+层级管理模式的实施提升了医院各个业务模块的

运转效率#全面提升了各个层次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实

现了医院人力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为患者带来了最优质的

医疗服务)

&'5&+

*

+

综上所述#血液透析室在进行层级管理模式后#展现了护

理服务的全面性和连续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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