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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分析优质护理模式在门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影响。方法：随机选择 2019年 1月~12月期间于本院门诊
就诊患者共 400例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比性护理研究，将患者随机分组后设为对照组、观察组，各组样本量均为 200例。 对
照组，男 104例，女 96例，年龄区间 16~85岁，平均年龄（50.51±4.22）岁；观察组，男 102例，女 98例，年龄区间
16~84岁，平均年龄（50.02±4.18）岁。患者基线资料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予以
对照组常规护理（即由门诊护士依据患者就诊主诉予以分诊引导后，由相关护士引导至门诊办公室后接受诊疗；门诊治疗期间，
需依据不同治疗方案患者需求开展门诊护理；患者离院时，予以常规护理指导），予以观察组优质护理模式。（（1）门诊引
导优化：即在患者入院详述就诊主诉后，由门诊护士在患者病情表现进行评估后，予以详细分诊引导，如患者病情紧急则需立
即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就诊。完成分诊引导后需指派责任护士引导患者前往相关门诊区域内候诊。（2）门诊治疗护理优化：静
脉给药、创面换药、皮下给药均为门诊主要治疗开展项目，需在静脉给药时向患者就静滴药物进行详细说明，并告知患者不良
反应潜在风险，静脉穿刺时需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避免重复穿刺引发患者不满；创面换药时，需在无菌治疗室内进行，并
就换药时患者创面愈合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予以相应预后指导，督促患者可在积极自护后促进创面愈合）比较两组护理期间
护理满意度及护理纠纷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8.50%）高于对照组，护理纠纷发生率（2.50%）明显降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优质护理模式在门诊护理中的应用，可在各项门诊护理措施优化后为患者提供高质量护
理服务，积极提升患者门诊护理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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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是常见基础疾病患者诊疗工作开展的重要科室，患
者数量较其他科室明显较多，且患者疾病类型多样，且存在
诊疗、护理工作并行情况，使得门诊护理工作相较专科科室
较为繁杂，医务人员工作量较大，导致门诊成为护理纠纷高
发科室， 影响医院形象树立，故需在现有门诊护理模式基础
上及时做出调整，提升护理模式实施适用性，改善护理实施
质量

[1]
。对此，本文特以优质护理模式为研究变量，对其在

门诊中的护理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 2019年 1月~12月期间于本院门诊就诊患者共
400 例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比性护理研究，将患者随机分组
后设为对照组、观察组，各组样本量均为 200例。  

对照组，男 104例，女 96例，年龄区间 16~85岁，平均
年龄（50.51±4.22）岁；观察组，男 102 例，女 98 例，年
龄区间 16~84岁，平均年龄（50.02±4.18）岁。患者基线资
料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结果具有可比
性。 

纳入标准：患者年龄均≥16岁，且均在详解护理实施细
则后确认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合并精神疾病者；丧失
独立活动能力及意识功能者。 

1.2 方法 

患者门诊护理实施均由同组护理人员完成。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即由门诊护士依据患者就诊主诉
予以分诊引导后，由相关护士引导至门诊办公室后接受诊疗；
门诊治疗期间，需依据不同治疗方案患者需求开展门诊护理；
患者离院时，予以常规护理指导。 

观察组接受优质护理：（1）门诊引导优化：即在患者入
院详述就诊主诉后，由门诊护士在患者病情表现进行评估后，
予以详细分诊引导，如患者病情紧急则需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快速就诊。完成分诊引导后需指派责任护士引导患者前往相
关门诊区域内候诊。（2）门诊治疗护理优化：静脉给药、创
面换药、皮下给药均为门诊主要治疗开展项目，需在静脉给
药时向患者就静滴药物进行详细说明，并告知患者不良反应
潜在风险，静脉穿刺时需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避免重复
穿刺引发患者不满；创面换药时，需在无菌治疗室内进行，
并就换药时患者创面愈合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予以相应预
后指导，督促患者可在积极自护后促进创面愈合

[2-4]
。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期间护理满意度及护理纠纷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组间差异性由 SPSS23.0 统计学软件统计对比，
数据组间对比差异性显著且 P<0.5时，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护理纠纷发生率明显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护理满意度、护理纠纷率对比（n，%） 

组别 n 护理满意度 护理纠纷率 

对照组 200 90.50（181/200） 8.50（17/200） 

观察组 200 98.50（197/200） 2.50（5/200） 

 -- 12.3136 6.9264 

P -- 0.0005 0.0085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护理纠
纷发生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原
因：优质护理模式在门诊分诊引导实施中可在患者就诊主诉
基础上经护士评估后予以准确引导，提升患者就诊有效率，
而在门诊治疗护理服务中可在对相关护理服务内容积极优化
后，降低静脉给药不良反应风险，加强患者自护意识，促进
病情康复

[5]
。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模式在门诊护理中的应用，可在各
项门诊护理措施优化后为患者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积极提
升患者门诊护理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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