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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R沟通模式在全科病房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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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全科病房中 SBAR 沟通模式的运用价值。方法：我院为提升全科病房工作质量和效率，于 2019 年 7 月施
行了 SBAR 沟通模式，为验证该模式的应用效果，抽取该模式施行前后两年间我院全科病房 12 名护士和 140 例患者进行临
床研究，将 2018年 7月-2019年 6月间收治的 70例患者设为对照组，2019年 7月-2020年 6月间收治的 70例患者设为
实验组，对护士交班时间、满意度、患者病情知晓程度评分和缺陷事件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交班时间、
满意度、患者病情知晓程度评分和缺陷事件发生率数据经统计学软件验证发现差异较大（P＜0.05），对比组间数据发现实验组
交班时间更短，患者病情知晓评分和护士满意度均较高，缺陷事件发生率则较低。结论：在全科病房中运用 SBAR沟通模式，
能够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不仅有助于交班时间的缩短和缺陷事件发生率的降低，对于患者病情知晓程度和护士满意度的
提升也有着重要意义，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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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我国饮食习惯的改变和人们工作压力的增
加，各类疾病发病率均明显提升，且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也促使了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的提升，造成我国各级医疗机
构工作量的大幅度提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在保障
医院工作质量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为更多患者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便成为广大医疗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难题[1]。在本
研究中，便针对全科病房的护理交接班工作进行了研究，并
探究了 SBAR 沟通模式在提升全科病房工作效率及质量方面
的效果，希望能够为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于建设提供一
定的帮助，现总结相关研究资料和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为提升全科病房工作质量和效率，于 2019年 7 月施
行了 SBAR 沟通模式，为验证该模式的应用效果，抽取该模式
施行前后两年间我院全科病房 12名护士和 140例患者进行临
床研究，将 2018 年 7 月-2019 年 6 月间收治的 70 例患者设
为对照组，2019 年 7 月-2020年 6 月间收治的 70 例患者设为
实验组。本研究纳入的 12名护士均为女性，年龄区间为 23-41

岁，年龄中位数为（28.26±4.75）岁，其中护士 7 名、护师
4 名、主管护师 2 名。实验组中，男 37 例、女 33 例，年龄
中位数（45.68±9.88）岁，对照组中，男 41 例，女 29 例，
年龄中位数（45.82±9.84）岁。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
和年龄数据经统计学软件验证差异发现无意义，P 值大于
0.05，可以进行比较。 

1.2 方法 

全部 12 名护士均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包含 SBAR 沟通模
式的意义、内容、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等，目的是提升
护士的专业能力。其次，进行全科病房患者床边交接班检查
表的构建，该检查表应包含患者一般资料、入院时间、手术
时间、最近检查结果、异常反应、治疗及护理措施和注意事
项，每班护士均根据检查表项目进行填写，每完成一项均于
表后打勾，表示完成，护士交接班后应对上一班护士的检查
表进行查看，明确患者的病情进展和常规资料，以便于后续
护理干预措施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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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定标准 

记录并比较护士交班时间和缺陷事件发生率。 

护士长根据患者疾病类型进行病情知晓情况的调查，调
查时每例患者均进行五个问题的提问，满分 10 分，分数越高
表示患者疾病知晓情况越佳。 

采用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护士进行调查，该调查
表从交班的实效性、规范性和重点突出三个方面进行调查，
每个方面分为满意（2 分）、比较满意（1 分）和不满意（0

分），总分数≥5 分表示满意、总分数 2-4 表示比较满意、总
分数﹤2 分表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比较满意）/n*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软件比较组间各项观察指标差异，计数
指标采用 n（%）进行表示，并应用 X2 进行检验，计量指标
则应用(x±s)进行表示，采用 t 检验，检验后若 P 值小于
0.05 则表示组间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交班时间和患者病情知晓评分 

（9.54±2.26）min 和（16.75±1.84）min 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交班时间数据，经统计学软件验证差异发现存在意义
（t=8.5702、P=0.0000）；（8.33±0.75）分和（5.26±1.24）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病情知晓评分，对组间数据进行
统计学软件验证发现存在意义，t=7.3385、P=0.0000。 

2.2 护士满意度和缺陷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士满意度和缺陷事件发生率差异较
大（P﹤0.05）；实验组的护士满意度较高，缺陷事件发生率
则较低，见表 1。 

表 1 护士满意度和缺陷事件发生率 

组别 
调查例数
（n） 

满 意 度
（n/%） 

调 查 例
数（n） 

缺陷事件发生
率（n/%） 

实验组 12 12/100.00 70 13/18.57 

对照组 12 8/66.67 70 24/ 

t - 4.8000 - 4.4450 

p - 0.0285 - 0.0350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SBAR 沟通模式应用后全科病房 12 名护士
的满意度和患者病情知晓评分均要高于应用前（P﹤0.05），
且护士交班时间也要短于应用前，缺陷事件发生率要低于应
用前（P﹤0.05）。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 SBAR 沟通模式在全科
病房中的应用价值。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医护人员能够该沟
通模式中状态、背景、评估、建议的结构化交流模式进行患
者检查表的制定，护士通过检查表的填写并在交接班过程中
对上一班护士的检查表进行查看，便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发展
情况有着一个清晰的了解，不仅有助于交接班时间的缩短，
还有助于临床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工作效率和质量的
提升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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