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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式出院流程管理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出院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胡朝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惠侨医疗中心综合部  广东广州  510515 

摘要：目的：评价清单式出院流程管理在综合病房老年慢性病患者出院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 将 2020 年 4月至 2020 年

8月在综合病房住院的 215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出院流程，观察组采

用清单式出院流程。结果 对照组患者办理出院等待平均时间为 109 分钟，观察组患者办理出院等待平均时间为 80分钟，观察

组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出院护理满意度对照组高于观察组，p＜0.05。对比出院主要护理工作质量：出院小结及诊断证

明书、出院带药、检查结果等出院物品准备缺陷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对健康宣教内容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护理文书书写质

量高于对照组，结论 采用清单式出院流程便于临床护士办理出院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减少工作中的错漏，有利于提高护理工

作效率，节省患者办理出院的等待时间，提升患者的获得感、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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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出院护理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我科室引入出

院工作流程清单，从 2020 年 4 月开始启用清单式出院工作流

程应用于老年慢性病患者出院管理中，取得了较好效果。现

报到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8 月来我科室办理住院的老

年慢性病患者 215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纳入标准：年龄≥60 岁的慢性病患者，意识清楚、无沟

通障碍、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意识不清、认知、言

语沟通障碍者，不愿配合。剔除标准：研究开始后临时转科、

转院的患者。观察组 110 例，男性 68 例，女性 42 例，年龄

60-83 岁，平均年龄（65.2±13.5），其中老年高血压病 35

例，糖尿病 4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例，肺部肿瘤 20 例，

结肠肿瘤 12 例；对照组 105 例，男性 70 例，女性 35 例，老

年高血压病 52 例，糖尿病 40 例，肺部肿瘤 13 例，年龄 65-81

岁，平均年龄（63.5±12.3），两组患者从年龄、性别、相

关疾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该研究通过了医

院伦理会审查。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包括：办公护士提取

医嘱、核对出院医嘱、查看住院期间各项检查落实情况、费

用情况，责任护士做好各项出院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内容包

括：告知患者整理用物、遵照住院患者健康宣教表内容为患

者行出院健康指导并签名、发放出院带药、检查片（CT、MRI、

x 片）及诊断证明、出院小结、指导患者携带门卡、饭卡、

押金条、住院缴费发票办理出院结算，出院时可打印在院期

间费用明细清单，对有复印病历需求的患者提供病案室工作

二维码便于出院后联系复印。 

1.2.1 观察组采用清单式出院流程管理 

1.2.1.1 根因分析： 

对实施清单式出院流程管理前的出院护理工作效率较低

的原因进行分析，影响出院护理工作效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①部分护士凭经验落实出院工作，不够规范，尤其在

责任护士轮岗或替班时容易出现；②健康教育形式化，或多

凭记忆宣教，宣教内容不够详细或缺乏针对性，宣教效果不

理想；③年轻护士工作缺乏计划性，导致工作无效折返率高，

工作效率低。导致患者出院办理等待时间长的原因有以下四

点：①医生不熟悉药房电脑系统自动提取出院处方的时间，

漏开或延迟开具出院带药医嘱或出院证明、出院小结；②出

院前办公护士或责任护士未及时告知老年患者办理出院结算

的时间；③医技部门未及时将患者的检查资料准备好或后勤

支持组未及时将患者的检查结果取回；④个别患者或家属不

清楚办理出院需准备的资料。 

1.2.1.2 设计清单式出院流程清单 

成立由老年专科护士为组长的清单式出院流程管理小

组，组员包括 3 名责任护士，职称均为护师及以上，小组职

责包括自行设计出院流程查验清单，涵盖出院医嘱处理、基

础护理、用药护理、出院指导、文书管理 5 个方面的工作内

容梳理，并对科室护士针对清单内容进行统一培训，详细讲

解出院工作流程清单的每一条内容的涵义及要并对所有人员

进行考核合格后开始实施。 

1.2.1.3 清单的使用 

观察组在常规出院工作基础上，按照清单式出院流程进

行管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医

生下达预出院医嘱时由办公护士、责任护士按照出院流程清

单上的内容在出院前一天做好各项出院准备。内容如下： 

①办公护士核对“明日出院”医嘱后打印出院流程清单

存放于护理站出院护理夹内，及时查看费用情况并通知会计

部进行审核，确认有无漏收或重复；清单小组制作出院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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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张贴于医生办公室，提醒医生下午开具的出院带药

处方及时打印交给护理站，由当日值班人员送出院带药处方

至药房取药。查对检查、检验医嘱，核对检查资料发放登记

本，对于未及时取回的检查片及时询问、落实取回；出院前

行大型影像学检查如 CT、MRI、PET-CT 等患者，需告知患者

检查结果回报时间。对出院当日需输液治疗的患者请医生提

前一日开临时医嘱将药品取回并交班，根据出院当日的输液

量，由责任护士征求患者意见，可由大夜班护士在早上 7：

00 开始输注。 

②责任组长、责任护士分工协作，出院前一日根据患者

病情制订出院健康宣教计划，宣教内容涵盖用药、饮食、运

动、功能锻炼、特殊管道维护计划、复诊指导、延续护理方

式、发放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并回收；根据出院带药医嘱

制作卡片式服药指导单，写明药名、时间及注意事项。出院

当日上午 9:00 询问结算中心并告知患者出院结算时间，协助

患者及家属整理物品,避免遗漏；整理护理记录单并打印，纸

质版护理资料收入病历夹，患者离开病房后通知保洁员整理

病房。③责任护士作为出院护理的主要负责人，各护理岗位

遵照清单流程，完成一项工作内容即在清单上打勾，由责任

组长进行核查，避免工作上的疏漏。因患者的原因工作未完

成，在清单上简单注明，即使责任护士轮休或换岗，接班的

护士也可遵照流程清单上的内容完善各项工作。 

1.3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患者办理出院需等待的时间、

出院主要护理工作质量、出院前 4 小时采用本科室自行设计

的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进行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重点收集患

者对出院服务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 SPSS18.0 分析，两组间计量

资料由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办理出院等待时间比较 

组别 n 平均出院结算等待时间（分钟） t P 

对照组 105 109.89±104.23 -2.463 0.015

观察组 110 80.82±64.72   

表 2 两组患者出院主要护理工作质量对比 

组别 n 出院物品准备 健康宣教 文书书写 

对照组 105 78 86 87 

观察组 110 105 102 110 

卡方  19.003 12.998 19.688 

P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患者出院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n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卡方 p 

对照组 105 88 17 83.81 6.714 0.01

观察组 110 105 5 95.45   

3 讨论 

3.1 采用清单式出院流程能有效缩短了患者办理出院需

等待的时间 

出院等待时间主要包括护士办理出院等待时间和费用结

算等待时间，老年慢性病患者住院治疗、检查涉及部门多，

检查结果收集时间零散，容易遗漏，根据清单上的检查结果

回收提示，对照医嘱上的检查项目，及时核查，未及时取回

的检查结果统一回收并发给患者,护理站与医技部门、后勤保

障团队加强沟通与协助，避免人为造成的患者出院时仍在等

检查资料的现象；医生开具“明日出院”医嘱时，对出院当

日仍需静脉输液的患者，合理安排开始输液的时间，尽量在

出院当天房费自动计价前完成各项治疗，节省住院费用，减

轻患者经济压力。出院当日责任护士详细告知患者办理出院

需携带的物品及办理出院的事项，避免患者进行费用结算时

来回折返，耽误时间。遵照清单实行前馈控制能保证及时、

高效完成各项工作，有效缩短患者办理出院等待的时间，提

高住院体验。 

3.2 使用清单式出院流程能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为慢性病患者办理出院时，因患者返家心情迫切，医生、

责任护士及办公护士需在短时间内完成出院办理的相关工

作，部分护士或低年资护士会因为受时间紧迫、患者家属催

促等情况的影响，在落实出院护理工作时出现工作落实比较

慌乱、处置不到位、无效折返率高的现象，影响护理质量提

升。针对原流程上出院物品准备缺陷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通

过优化人出院护理流程，不仅增强了医护人员自发解决问题

的意识和能力、自信心和团队协作能力，更是实现了提供优

质服务，深化整体护理的目的
【1-2】

。根据电脑系统自动识别

摆放药品处方时间，制作温馨提示方便医生及时开医嘱，有

效减少了出院带药处方开具延时的现象；根据流程清单追踪

检查结果，加强与后勤、医技部门之间的联系，检查资料及

时回收；帮助部分资深护士克服凭经验执行出院处置导致出

院护理不规范的现象，有效避免护理人员因工作“习惯使然”

带来的弊端。我院实行出院病历 3 日归档制度，按照清单上

的提示责任护士在患者出院时及时、客观、准确书写护理记

录，对住院期间的护理记录进行检查并打印、签名，提高护

士对护理文书的重视程度及法律意识。清单的使用能为临床

工作提供重要环节的自查与自控，能有效避免工作遗漏，加

强监控，提前有计划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避免护理工作陷

入被动，提高出院护理工作质量。 

3.3 使用清单式出院流程提升患者对出院服务的满意度 

患者满意度是指患者在医院接受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

也是患者对医疗服务的直接体验和亲身体会，是反映护理质

量的重要指标，是促进质量持续改进的有效途径
【3】

。患者在

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如果对护理工作不满意或者在出

院流程的某个环节出现耽搁，就会影响其对整个住院过程的

满意。出院护理是患者在院治疗服务的最后环节，是全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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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护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的出院准备需医护技多部

门之间的协作。现代医疗保健体系方面专家 AtulGawande 在

其«清单革命»一书中讲述了清单的由来、发展、清单所带来

的变化和意义,清单看似简单并无科技含量,却可以帮助医务

人员在有其他干扰存在时,保证每项治疗措施不出现问题,清

单不是某种疾病的操作手册,而是理性选择形成的思维工具,

总结清单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
[4-5]

.

本研究采用护理清单的方式帮助部分资深护士克服凭经验落

实工作，帮助低年资护士记忆出院护理关键步骤，规范化为

患者服务。将繁琐的护理工作以最佳状态运转，不出现失误
[6]
,利用清单式出院流程上的罗列的关键条目对患者进行出

院宣教，及时有效提醒因知识储备不足、记忆力差等主观意

识造成宣教完整性不佳，保证护理宣教质量，提高患者对护

理工作的认可；对于出院后继续服药治疗的患者，责任护士

提前制订服药计划表，保障其出院后科学用药，确保用药安

全。对于出院后续居家康复锻炼的患者，出院时发放纸质版

康复锻炼资料，方便患者查阅学习。携带引流管或静脉置管

的患者，详细讲解带管期间注意事项，手把手教会患者固定

管道的方法及并发症的观察，将静疗专科护士联系方式留给

患者，为患者咨询管道维护相关问题提供便利。清单式出院

流程核查清单以文件形式保存在科室内，使临床进行出院护

理工作量统计时有据可查，遵照出院清单进行延续护理，可

以为随访工作提供依据。 

小结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进展，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不

断上升，我国出现了医疗费用激增、医院床位周转困难、卫

生资源紧张等问题，这些都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调整、服务能

力的提升和服务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更高要求
【7】

。本次研究采

用的出院流程清单涵盖内容较全面，能有效指导临床护士开

展出院工作，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和模糊性，深化优质护理服

务内涵。但在应用上只选择了特定的老年人群与慢性疾病，

收集到的数据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能探索清

单式护理在临床上的应用，通过推行清单项目的实施，有力

规范护理行为，有效改善护理质量，积极促进护理管理的精

细化、护理工作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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