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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层级管理模式对精神科护理质量的影响

童小均!袁
!

蕊#

!沈小静"重庆市九龙坡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层级管理模式对精神科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精神科病房工作的全体护士为

研究对象!

!#"7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常规的管理方法护理精神病患者!

!#"-

年
!

月至
!#"8

年
"

月在患者护

理工作中应用护士层级管理模式!比较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护理工作质量$精神病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及护士流失

率情况%结果
!

实施护士层级管理后!护理工作的质量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精神病患者护

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

E

$

#2#"

#&护士流失率为
62:!9

!显著低于实施前的
!#2-89

"

$

!

\62$-.-

!

E

$

#2#"

#%

结论
!

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实行层级管理模式!可有效提升护理工作质量!增加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并降低护士流

失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层级管理&

!

护理质量&

!

满意度&

!

护士流失率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8

"

!#"6

#

#.;#$:!;#7

!!

精神科护士护理的对象是精神病患者#患者在病态支配下

常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

"

,

#这增加了护理风险#

并能影响到护理质量#且容易引发护患纠纷-此外#由于护士

在日常工作中职责分工不明确及分配制度不健全#导致护士的

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优质护理工作的开展-如何

科学.有效.合理地分配与使用有限的护理人力资源#是护理管

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

,

-层级管理是指在组织管理过程中#明确

各职位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

格按照组织程序+

7

,

-为了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激发护理人员的

积极性#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本院在将护士层级管理模

式应用到精神科护理工作当中#效果令人满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在本院精神科病房工作的全体护士为观

察对象#病房含有
-

个病区#男病区和女病区各
!

个#每个病区

床位为
8#

张#总共
!##

张床位(每个病区安排护士
!!

名#共
::

名#年龄
!#

!

-8

岁#平均$

!.2.!a72:6

%岁-护士中含主管护

士
-#

名$

-82-89

%#护师
!:

名$

7"2:!9

%#护士及以下
!#

名

$

!!2.79

%(护士中拥有本科学历者
!6

名$

!$2889

%#大专学历

者
-"

名$

-628$9

%#中专学历者
!"

名$

!72:69

%(护士工作时

间为
"

!

"8

年#平均$

.2"!a"2#-

%年-各病区的护士在年龄.

学历.职称及工作时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

具有可比性-

$2/

!

方法

$2/2$

!

岗位的设置与分工
!

依据护士的学历.技术职称.业务

能力及职业素质评分将其分为责任组长.责任护士和助理护士

7

个层级-责任组长主要职责!为患者进行病情评估#了解患

者的病情.思想情况(结合护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制订护理计划#

并组织实施(组织人员学习护理业务技术#参与健康教育培训#

并注意护士素质的培养(督促检查护理工作并指导下级护士的

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及时总结护理经验-责任护士职

责!在责任组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时做

好护理记录(参与患者护理技术实践(组织患者活动(对患者进

行饮食用药指导.健康教育指导(负责相关护理文件的填写#督

促并指导助理护士做好各项工作-助理护士在责任组长领导

下及责任护士指导下进行工作#做好患者的生活护理和基础护

理#负责医疗文件和物品的管理-

$2/2/

!

分组护理与责任包干
!

$

"

%分组护理-将精神科护理

人员分为甲.乙两组#各组设置责任组长
"

名#责任护士与助理

护士各
8

名#且责任护士和助理护士两两结对负责患者的整体

护理工作-此外#甲乙两组护理人员相互搭配参与
!-,

班-

$

!

%执行责任包干制-将病房所有精神病患者平均分包给甲.

乙两组进行管理#再分包给各个组的护理人员-每位患者都分

配
"

名固定的责任护士和助理护士#两人相互配合#当固定的

责任护士或助理护士休息时#由同组的护理人员重新分配包管

患者#为患者提供全程无缝隙的护理服务-

$2/2'

!

绩效考核管理方法的制订
!

$

"

%根据护士的层级不同

制订相应的每班次考核分值#即责任组长.责任护士和助理护

士分别为
"#

.

:

.

8

分-$

!

%依据医院护理工作质量标准和相关

规章制度#考核护理人员的业务完成情况-$

7

%责任组长每日

要向护士长汇报护理工作的完成情况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护士长负责责任组长.责任护士和助理护士的日常考核#

每月汇总考核分数#依据考核分值分配护士的每月奖金-

$2/21

!

观察指标
!

$

"

%比较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护理质量

考核成绩#包括基础护理.病房管理.护理文书管理.护理规章

制度执行情况及健康教育等内容-按照百分制计算#实施前的

成绩为
!#"7

年
!

月至
!#"-

年
"

月总共
"!

个月的成绩#实施

后的成绩为
!#"-

年
!

月至
!#"8

年
"

月总共
"!

个月的成绩-

$

!

%比较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采用问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V?(T=C4@DF

!

&

K

LD@!#"6

!

W<@2"7

!

U<2.



调查的形式#问卷包括患者的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及健康教育

等
7

个方面$共
6

个项目%的内容#每个项目设置两个级别#即

满意和不满意-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各发放调查问卷
-##

份#于患者住院期间或出院时随机发放#所有问卷均收回-$

7

%

比较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护士流失率情况-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
N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E

$

#2#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护理工作质量比较
!

护士层级管

理实施后#护理工作的质量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

$

#2#"

%-见表
"

-

/2/

!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

护士层级

管理实施后#精神病患者护理满意度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

$

#2#"

%-见表
!

-

表
"

!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护理工作质量评分比较%

Na?

(分&

时间 基础护理 病房管理 护理文书管理 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健康教育

实施前
:8277a"2.- :.2":a"28. $#2!8a"2.$ $"27-a"2-! :$2-"a"267

实施后
$-2-:a"2$8

"

$82""a!2#"

"

$62"$a!2"7

"

$.27$a!2!"

"

$62-:a!2""

"

!!

注!与实施前比较#

"

E

$

#2#"

-

表
!

!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

%

9

&+

时间
基础护理

卫生清洁 用药及物品管理

专科护理

专科技术 组织活动

健康教育

入院教育 出院指导

实施前
7-7

$

:82.8

%

7."

$

$!2.8

%

7.#

$

$!28#

%

77.

$

:-2!8

%

7-.

$

:62.8

%

78-

$

::28#

%

实施后
7.$

$

$-2.8

%

"

7:$

$

$.2!8

%

"

7:.

$

$62.8

%

"

7:"

$

$82!8

%

"

7$!

$

$:2##

%

"

7$7

$

$:2!8

%

"

!!

注!与实施前比较#

"

E

$

#2#"

-

/2'

!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前后护士流失率比较
!

护士层级管理

实施后#护士流失率为
62:!9

$

6

"

::

%#显著低于实施前

!#2-89

$

":

"

::

%$

$

!

\62$-.-

#

E

$

#2#"

%-

'

!

讨
!!

论

'2$

!

层级管理可提升护理工作质量
!

护理管理是护理人员为

患者提供照顾.关怀和舒适的工作过程#其任务是通过计划.组

织#以及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指导和控制#以达到为患

者提供有效而经济的护理服务目的+

-;:

,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

前#护士根据床号分配包管患者的基础护理#在护士当值期间

其分包的患者能够获得护理服务#而当该护士休息时#其包管

的患者则无人过问#严重影响了护理的连续性-此外#一些工

作经验丰富.资历较高的护士分包的患者护理质量水平相对较

高#而工作能力较差.资历较低的护士分包的患者护理质量水

平相对较低#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整体护理质量-将护士层级

管理模式应用到精神科护理工作当中#能够保证患者护理工作

的系统性.连续性.均衡性-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护士层级

管理后#护理工作的质量$基础护理.病房管理.护理文书管理.

护理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和健康教育%较实施前显著提高$

E

$

#2#"

%-

'2/

!

层级管理可提高精神病患者护理满意度
!

精神病患者有

严重的心理障碍#无法正常生活#且动作行为异常#故基础护理

是精神科护理工作的难点+

$;""

,

-常规的护理管理方法在护理

工作中的效果较差#而实施护士层级管理后#助理护士在责任

组长领导下及责任护士指导下负责患者的生活护理.基础护理

及医疗文件和物品的管理#可有效保障患者的清洁卫生#减少

物品丢失-此外#实施护士层级管理后#责任组长和责任护士

有计划地对患者进行饮食用药指导.健康教育指导#保证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组织活动是精神科护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实施护士层级管理前#由于护理人员职责不明确#很少组

织患者进行活动#致使患者与外界隔离#没有自由#不利于病情

的恢复(实施护士层级管理后#责任护士组织患者进行文体娱

乐活动#丰富了患者的生活#提高了其护理满意度+

"!

,

-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实施护士层级管理后#精神病患者在基础护理.专

科护理及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护理满意度量较实施前明显提高

$

E

$

#2#"

%-

'2'

!

层级管理有利于降低护士流失率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护士层级管理实施后#护士流失率为
62:!9

#较实施前显著下

降$

E

$

#2#"

%-层级管理能够精细识别护士的发展层次#设计

相应的层次管理手段.方法#实施层次对应的有效管理#实现优

化管理#提高管理的效率#减少管理手段.方法层次与管理对象

发展层次的不对称而导致的管理资源浪费+

"7;"8

,

-通过实施护

士层级管理#使得不同层级的护理人员能够胜任各自的岗位职

责#做到0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按职取酬1(并联合护理工作质

量标准和相关激励制度#激发不同层级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使

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从而实现人才

0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1的目标#促进护理队伍健康发展+

"6

,

-

综上所述#将护士层级管理模式应用到精神科护理工作

中#有利于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降低护

理人员流失率#促进了护理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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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急诊内科老年重症心力衰竭
::

例临床分析

侯
!

洪"重庆市东南医院
!

-#"776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分析急诊内科老年重症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案及疗效%方法
!

选取该院急诊内科

收治的
::

例老年重症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

例!前者采用常规内科治疗!诸如利尿

剂$强心剂$硝普钠等!后者则在此基础上采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和美托洛尔进行联合治疗!治疗半个月后比较两组

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心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2$"9

!显著高于对照组

的
.!2.79

"

$

!

\-2:::$

!

E

$

#2#8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左心室射血分数$

[

型尿钠肽水平及心脏功能分级均显著优

于治疗前"

5\72$:!6

!

E

$

#2#"

&

5\!7"2!8:$

!

E

$

#2#"

&

5\!2#8:6

!

E

$

#2#8

#&治疗后观察组左心室射血分数$

[

型尿钠肽水平及心脏功能分级等指标亦显著优于对照组"

5\!2"$7!

!

E

$

#2#8

&

5\.#26:#$

!

E

$

#2#"

&

5\"2$.$-

!

E

$

#2#"

#%结论
!

在常规内科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老年重症心力衰竭患者采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和美托洛尔药物

进行联合治疗!疗效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心功能恢复!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急诊内科&

!

老年重症心力衰竭&

!

临床疗效&

!

心功能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8

"

!#"6

#

#.;#$:-;#!

!!

心力衰竭是由于心室功能不全引起的一种临床综合征#其病

因较为复杂#通常为患者因炎症.心肌病.心肌梗死以及血流动力

学负荷过重等造成心肌损伤#进而导致心肌结构及功能发生改变#

进一步诱发患者心室泵血或充盈功能降低#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

成了严重威胁+

"

,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老年心力

衰竭的发病率日益增高-老年重症心力衰竭病情危急#病死率高#

预后较差#是目前急诊内科治疗难度较大的疾病之一-临床研究

显示#常规单纯采用利尿药和强心药治疗老年重症心力衰竭不利

于患者的预后+

!

,

-本研究在常规内科对症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厄贝

沙坦氢氯噻嗪联合美托洛尔药物治疗老年重症心力衰竭#旨在为

临床上治疗该病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急诊内科
!#"-

年
-

月至
!#"8

年
-

月收治的
::

例老年重症心力衰竭患者#其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为
6#

!

.:

岁#平均$

6$286a!2$.

%岁(其中冠心病
!:

例#高血压
!6

例#扩张性心肌病
7-

例-随机将
::

例患者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疾病类

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具有可比性-

$2/

!

诊断标准+

7

,

!

参考)实用临床心脏病学*$

"$$.

版%中重

症心力衰竭的诊断标准!$

"

%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肺部音.

心脏扩大.静脉压升高.肝部淤血性肿大等症状($

!

%颈静脉怒

张#肝颈静脉返流征呈阳性($

7

%潮气量减少
7#9

.心率超过

"!#

次"分-

$2'

!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

,

!

纳入标准!患者经临床诊断确

诊为重症心力衰竭#且心室功能分级分别为
#

.

.

.

/

级-排除

标准!$

"

%肝.肾.肺功能障碍患者($

!

%心动较缓慢患者($

7

%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

-

%精神障碍患者-

$21

!

方法

$212$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患者先静脉注射利尿剂.强心剂进

行治疗#若患者病情没有改善再给予
8#J

E

硝普钠$湖南科伦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加
8##JV

生理盐水静脉滴注#每天
!

次-

观察组患者则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再给予口服厄贝沙坦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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