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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成员单位护士对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体验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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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医联体成员单位护士对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体验。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半结构访谈法，对 13
名护士进行深入访谈，使用采用 Colaizzi 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归类和分析。结果  医联体成员单位护士对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
化管理体验存在差异。共提炼出 3个主题：建立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与安全控制标准、患者的认可、依然存在挑战。结论  通过
优化护理资源配置，建立机构间密切协作机制，推进护理专业化发展等途径，改善基层医疗机构护理质量，提高护理人员素质，
从而推进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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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加大了基层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资金的投入，通过分级诊疗模式，建立

不同形式的分工协作。医疗卫生联合体（简称医联体）作为

一种医疗资源整合的形式，在我国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

段，本研究从医联体成员单位护士角度，描述其对医联体护

理质量同质化管理的感受与体验，以深入了解医联体护理质

量管理的实施现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广西某三甲医院的六家医联体成员单位不同年龄、

学历、职称的护士作为访谈对象，以获得全面、具有代表性

的资料。访谈人数以资料呈现“饱和”为准，即访谈中获取

的信息开始重复出现，不再出现新的主题为准。研究对象的

纳入标准：医联体成员单位入职 2 年以上护士。研究对象自

愿参与本研究。 

1.2 研究方法 

1.2.1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围绕研究内容、目

的拟定访谈提纲采用半结构深度访谈手机资料。访谈提纲的

内容包括：①您所在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质量管理的

现状如何？②您如何看待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③

您认为实现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核心医院、医联

体单位应该如何配合？④您认为实现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

化管理，存在哪些困难？访谈前告知研究对象访谈的目的及

意义，获取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受访者同意全程

录音。访谈地点选择在医联体成员单位独立办公室进行，访

谈过程中悬挂禁止打扰提示牌。每次访谈时间 30~50min，访

谈中认真倾听，鼓励访谈对象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并适

时使用反问、追问、复述、总结等访谈技巧，注意观察访谈

对象的言谈举止及表情等非语言资料。每次访谈结束后及时

将录音资料转换成文字，经两人听取及录入确认。 

1.2.2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资料采用 Colaizzi 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归类

和分析。由两名研究人员仔细阅读所有资料，析取有重要意

义的陈述，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并将编码后的观点

汇集，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辨别出相似的观点，返回

参与者处求证，以真实反映访谈对象对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

质化管理的感受。 

1.2.3 质量控制 

访谈开始前，访谈者阅读相关资料了解医联体内护理质

量同质化管理，学习访谈技巧，进行模拟访谈。访谈由两名

研究者共同对访谈对象进行访谈。访谈内容经两名研究者对

同一录音内容进行重复收听，转录成文字，文字资料需经访

谈对象确认后方可进行分析环节。 

2 结果 

本研究最终访谈了来自六家医联体成员单位的 13 名护

士，均为女性，年龄（33.60±5.47）岁，入职年限（5.34

±3.12）年，文化程度：中专 1 名，大专 5 名，本科 7 名；

职称：护士 2 名，护师 3 名，主管护师 5 名，副主任护师 2

名，主任护师 1名。共访谈 13 次，访谈时长为 30~48（41.37

±11.12）min，转录文字 4.7 万字，应用 Nvivo11 软件进行

分类编码，最终整合成为反映访谈对象对医联体内护理质量

同质化管理体验的 4大主题。 

2.1 主题 1：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建立护理质量

敏感指标与安全控制标准，促进了医联体成员单位的发展。 

医联体成员单位护士经历医联体建立后护理质量同质化

管理建设，组建由各医疗机构护理团队专家及护士长等组成

的护理质量控制团队，通过回顾整理数据、现状调查等对医

联体内医疗的机构的护理质量及护理管理进行基线调查，对

成员机构的护理人员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筛选护理质量敏

感指标。结合各医疗机构实际情况，建立每项指标的基准,

分析差距的原因，构建护理质量管理体系及护理质量管控标

准，合理安排护理质控结构。 

2.2 主题 2：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得到患者的认

可，但是还需要核心医院的支持。 

医联体成员单位护士肯定了医联体形成以来，护理质量

有所提高，认为医联体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需要核心医院（三

甲医院）的支持。如编号 8：“我在二甲医院输液室上班 6

年多了，原来天天静脉输液，医联体建立后，静脉治疗护理

技术规范的培训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应与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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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来说更安全了。” 

2.3 主题 3：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依然存在挑战 

目前我国医联体建设还处在探索阶段，在实现医联体内

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还存在很多挑战。编号 4“医联体依赖

于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患者从上级医院转诊到我们基层医

院，患者会对之前接触的医院护理管理、技术及人才等方面

有比较，患者会说三甲医院的护士素质高，讲解的问题告知

的内容更具体更专业，这个不是一两天能够提高的，需要优

化护理资源配置”。 

3 讨论 

3.1 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构建每一个区域医联体时，都需改变传统的以行政边

界或经验确定规划的方式，从患者需求、医疗资源分布等角

度考虑区域卫生规划
[1]
。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需要打破原有

的院区间行政管理权限的限制，这需要医联体内部成员间的

相互认同及共同努力。在调查所属的医联体内由于人员派驻

及流动，护理文化认同较好。同时护理事业发展规划也要求

将护理工作纳入医改大局统筹考虑，促进医护协同发展，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
[2]
，优化护理资源配置，加大基层护理服务供给，提高护

理服务的可及性；以医联体为载体，加强机构间分工协作，

资源整合，共同促进，依托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实现护理远

程在线会诊，保证护理服务的连续性。 

3.2 医联体成员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质量管理

需求与核心医院医疗资源配置及权限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医联体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需要进行岗位重组和细化，

健全基层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理质量管理体系，让

每个护士参与护理质量管理，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推进

护理质量持续改善理念；调查医联体成员单位对护理质量管

理的需求较高，核心医院受限于行政体制及成员医院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资金、人力资源及政策的影响，不能全权调动

成员医院及卫生服务中心的所有资源，进行重组及精细化的

管理。所开展的管理均由派驻人员及通过培训接受核心医院

文化影响的护理人员开展，牵涉其他环节，实施中存在诸多

困难。 

3.3 医联体内护理信息化建设还需要提高 

医联体各单位间护理队伍的人数、层次等均有明显差异。

护理人员对危重症护理、专科疾病护理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的

程度不一，对疾病诊治中的新知识、新技术缺乏相关认识，

对患者在不同诊治阶段呈现的问题认知不完全。医疗体三级

甲等医院护理管理理念先进，遵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各级行

政卫生机构的要求，推进医联体成员单位护理规章制度建立

健全，疾病护理常规及流程标准、监测指标完善，提高临床

护理质量管理有效性，均依赖于核心医院的带动，人员派驻

及培训覆盖面小，不能有效推进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 

4 小结 

医联体的建立目的是推进大医院带动社区服务模式的建

立，推进医疗、康复、护理有序衔接的服务体系建设，从而

更好地发挥三级医院专业技术优势及区域医疗中心的带头作

用，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方便人民就医
[3]
。本研究

采用现象学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医联体成员单位对

医联体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情况，描述了医联体内护理质量

同质化管理的现状。在我国医联体内护理质量同质化管理的

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优化护理资源配置，建立机构间

密切协作机制，推进护理专业化发展等途径，改善基层医疗

机构护理质量，提高护理人员素质，从而推进医联体内护理

质量同质化管理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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