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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管理在影像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张琴 

恩施一脉阳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目的：分析模块化管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0 月 200 例医院收治需要接受影像检查的住院
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采取模块化护理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检查时间、图像处理正确率以及患者
满意度的差异。结果：观察组检查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图像处理正确率和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模块化管理有着较好的应用效果，可缩短患者影像检查时间，提高图像处理正确率，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服务体验，值得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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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现代影像技术与设备的不断发展，影像检

查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提高了医学服务质
量。目前影像学检查包括 CT、MRI 以及 PET/CT 等，且不同检
查有着不同的适用证与禁忌症，为了确保患者的健康安全，

需要加强临床护理干预。常规护理模式由于与患者的沟通不
足，经常会发生意外情况，影响检查的顺利开展。因此需要

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
[1]
。模块化管理主要是将责任具体

化，优化管理制度，从而提供管理的有效性
[2]
。为了模块化

管理的应用价值，文章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 200

例医院收治需要接受影像检查的住院患者进行对比观察，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 200 例医院收治需要接

受影像检查的住院患者，随机分组。观察组中男 55 例、女

45 例；年龄为 22~79 岁，平均（42.2±9.3）岁。对照组中
男 53 例、女 47 例；年龄为 21~78 岁，平均（43.1±9.4）岁。
入选标准：①年龄＞18 岁且需要影像检查的住院患者；②患

者和家属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躁动、昏迷、意识不清
的患者；②合并精神疾病的患者。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告知患者影像检查方法、注

意事项和配合要点，确保检查的顺利开展。 

观察组采取模块化护理管理，具体措施为：①质量控制
模块：由科室主任以及护士长负责质量控制，明确影像检查
各个环节的责任，同时完善相关管理条例以及评价标准，做

好审核工作，从而提高影像检查质量，并观察各项管理制度
的落实情况，对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进行记录，以便在下一次
会议中进行集中讨论。护士长需要对护理人员的工作状况进

行评价，及时发现护理缺陷，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医院需要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及时上传影像报告，并通过
自动化分析技术来确保影响信息的正确性与完整性。②环境

管理、急救管理模块：由护士长负责全面管理，包括护理监
督、急救设施、环境管理以及药品管理等，护理人员需要记
录科室药品及设备使用情况，并及时补充急救物品及设备，

定期检查物品有效期以及设备的性能。如果出现物品过期、
设备故障等情况，需要及时处理，并跟踪设备检修情况，预
估设备检修时间，如果时间过长可以使用预备设备，确保影

像科的正常运行。同时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室内卫生清洁。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检查时间、图像处理正确率以及患者满意

度的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时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检查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图像处理正确

率和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观察指标差异 

组别 检查时间（min） 图像处理正确率（n,%） 

观察组（n=100） 23.3±5.6 96（96.0） 

对照组（n=100） 35.8±7.8 88（88.0） 

t/X
2
值 5.231 5.338 

P 值 0.042 0.043 

表 2 两组满意度差异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n=100） 62 30 8 92.0 

对照组（n=100） 45 38 17 83.0 

X
2
值    5.241 

P 值    0.042 

3 讨论 
模块化管理是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结构的管理方法，通过细

化问题之后进行分类管理，每一个模块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并
且彼此之间还有关联，从而构成一个系统

[3]
。影像科护理工作

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护理人员工作繁忙且宣教难度大，尤其是

老年人，由于不了解各种危害造成的后果，经常会引起一些不
良事件，例如MRI检查前没有将金属物品及时拿出可能会诱发
安全事故，不但容易引起设备故障，还会威胁患者生命健康安

全
[4]
。因此在影像科护理中需要引入模块化管理，对影像科护

理工作进行统一调度与管理，降低日常管理工作的难度，提高
管理的精细化，从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确保患者能够顺利完

成影像学检查，为临床诊疗提供有效依据。本次研究中观察组
检查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图像处理正确率和患者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由此可见模块化护理有着较好

的应用效果，可以提高影像科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模块化管理有着较好的应用效果，可缩短患

者影像检查时间，提高图像处理正确率，有助于提升患者的

服务体验，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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