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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的作用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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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针对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的作用和临床效果进行分析与研究。方法：选取 2017年 8月、2019年 8月分别作
为此次研究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将前来我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选取，选出其中的 100 例作为此次的研究参考，按
照随机数字表格的方法将其分组，组别名称分别为：比对组、研究组，其中，50 例住院患者纳入比对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的措施，另外 50例住院患者纳入研究组，实施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的措施，对比 2组住院患者最终的护理效果，具体包括：
临床护理质量（护患沟通、基础护理、操作技术、健康宣教）、风险事件发生率、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1）常规护理干预
后，比对组 50例住院患者护理质量中的护患沟通评分为（82.36±1.57），基础护理评分为（81.59±2.03），操作技术评分为
（82.57±2.06），健康宣教评分为（82.33±1.98），护理满意度评分为（83.45±3.06），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干预后，研
究组 50例住院患者护理质量中的护患沟通评分为（94.65±1.05），基础护理评分为（92.78±1.56），操作技术评分为（93.45

±2.03），健康宣教评分为（92.68±2.01），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4.62±1.75），2 组患者相比较，研究组明显较高，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P＜0.05。（2）常规护理、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干预后，比对组（50 例）、研究组（50 例）住院患者的风
险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20%、6%，相比较来说，研究组较低，数据存在对比意义，P＜0.05。结论：在患者住院治疗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采取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的方案，不仅能够较好的提升患者的临床护理质量（护患沟通、基础护理、操
作技术、健康宣教）和护理满意度情况，而且还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在治疗期间各项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使用价值显著，值得
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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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作为临床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更是满足患
者各项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住院患者来说，由于其病
情相对严重和复杂，部分患者受疾病影响还会出现情绪不稳
定的表现，进而增加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影响最终疗效，因
此，对患者实施及时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就显得极为重要。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的作用和临床效果
展开分析，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选取随机数表的方式将我
院收入的住院患者（100 例）进行分组，每组 50 例，具体如
下。比对组、研究组中分别包含男性患者 26 例、28 例，女
性患者 24 例、22 例，平均年龄（49.97±1.62）岁、（53.04

±1.29）岁。对比 2 组基础资料，结果均不具统计学差异，P

＞0.05。 

1.2 方法 

比对组：常规护理。 

研究组：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①护理意识。定期对
科室内护理人员的基础护理技能进行考核，做好其思想工作，
提高工作人员的基础护理意识；②排班。对科室内每位护理
人员进行床位的分管，将具体工作严格落实，同时，还可以
结合病房的实际情况对工作流程进行适当调整，即：由早班-

下午班，夜班-休息调整为副班-责班-夜班-休息[1]。③病历书
写。科室内护士长可以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商讨，对患者病历
表格进行优化，减少病历书写时间，增加查房次数和时间，
掌握患者的实时状况。④药物准备。值班护士需每日对科室
内的用药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向医生汇报，对于部分缺少药
物需及时进行填补、核对；⑤管理制度。对科室内的奖惩制
度进行优化，定期开展例会，公示优秀护理工者，并给予其
相应奖励，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2]。 

1.3 评价指标 

护理干预后，对 2 组患者的临床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
风险事件发生率指标进行分析和统计。 

1.4 统计学 

研究在 SPSS24.0 软件下开展，计量资料以（ ）
代表，t 检验；计数资料以（%）代表，卡方检验，P＜0.05。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关于护理质量评分，2 组患者相比较，研究组（整体优
化基础护理流程）显著高于比对组（常规护理），P＜0.05。
如表 1。 

表 1 2 组住院患者临床护理质量的分析与比较（ ） 

2.2 临床指标 

常规护理、整体优化基础护理流程干预后，2 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相比较，研究组显著高于比对组，P＜0.05；风险
事件发生率相比较，研究组较低，优势明显，P＜0.05。如表
2。 

表 2 2 组住院患者临床各项指标的分析（ ，%） 

3 讨论 

基础护理，作为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位，
指的是以患者为中心，通过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干预措施
来改善其病理状态的整个流程。 

本次研究中，数据显示：常规护理、整体优化基础护理
流程干预后，2 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评分相
比较，研究组显著高于比对组，P＜0.05；风险事件发生率相
比较，研究组较低，数据有对比意义，P＜0.05。主要原因分
析为，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必须要及时做好自身
的思想工作，提高对基础护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
为了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护士长还可以
通过病历书写、药物准备、排班、管理制度的优化等方面进
行干预，从而有效的减少患者在治疗期间各类风险事件的发
生次数[3]。 

sx 

sx 

sx 

组别 例数 护患沟通 基础护理 操作技术 健康宣教 

比对组 50 82.36±1.57 81.59±2.03 82.57±2.06 82.33±1.98 

研究组 50 94.65±1.05 92.78±1.56 93.45±2.03 92.68±2.01 

T - 46.01 30.91 26.60 25.94 

P - 0.00 0.00 0.00 0.00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分） 风险事件发生率（%） 

比对组 50 83.45±3.06 10（20.00） 

研究组 50 94.62±1.75 3（6.00） 

T/X2 22.41 4.33 

P 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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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可以实施整体优化基
础护理流程干预的方案，一方面，能够较好提升临床护理的
质量和患者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还能够有效的降低各项
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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