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管理·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12 

·142· 

层级管理模式在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温新松  谢艳玲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惠州  516000 

摘要：目的：探讨层级管理模式在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 2021 年 1月- 2021 年 12 月在我院就职的 34名
手术室护理人员作为本研究对象，以层级管理模式进行时间为界限，将护理人员分成参照组（2021 年 1 月- 2021 年 8 月）和
观察组（2021 年 1月- 2021 年 12 月）两个组别，参照组为常规手术室管理模式组，观察组为层级管理模式组，对两组管理模
式下手术室护理质量情况进行观察比较。结果：观察组护理质量高于参照组，组间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层级管理模式应用在手术室护理干预当中，能够提升护理质量，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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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手术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任务重，差错风险较

高，因此护理质量需求较高，最近几年，伴随外科治疗的飞快
发展，外科医疗器械的不断更新，手术技术逐渐精细、专业，
对手术室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为了提升
护理质量，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确保护理工作的安全性和
连续性，在手术室护理当中实施有效的管理措施，非常必要

[1]
。

本文为我院 2021 年 1月-2021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就职的护理
工作者 34 例实施常规管理模式和层级管理模式，并对管理效
果进行分析，详细内容和结果总结如下文所述。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研究对象选用时间为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

均为护理人员，共计 34 名，按照层级管理模式开展时间为研
究对象分组，研究对象中，男性和女性的例数分别为 10 例、
24 例，年龄 24-44 岁，平均年龄（31.69±2.54）岁。开展
层级管理模式前后，护理人员没有任何变动。 

1.2 方法 
参照组：开展常规手术室管理模式，具体内容包括：护

理人员根据手术室制度和流程开展手术室管理和手术护理，
向患者进行手术知识的宣教，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对患者
进行术前访视，术中观测患者病情和生命体征，术中配合医
师操作，为患者提供保温护理，等等。 

观察组：开展层级管理模式，具体内容包括：成立层级
管理护理小组，组员由护理人员、护士长构成，护士长担当
管理组长，按照其余组员的职称、学历、能力等进行层级划
分，选出专科组长、高级责任护士、初级责任护士，由管理
组长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并制定培训方案。培训时组长对
组员的疑惑进行解答，并协助组员解决问题，让组员形成团

队意识，互相协助。实施方式：管理组长安排并协调科室工
作，对人员进行配置，对护理质量进行监督。专科组长协助
管理组长，制定乱转方案、考核内容，培训计划，在管理组
长指导下为护理人员展开培训，管理对应专科，制定专科手
术配合流程，严格管理医疗器械。高级责任护士配合医生做
好抢救工作，做好术前准备，便于及时进行抢救工作，积极
参与护理培训方案的制定。初级责任护士学习科室、医院的
规章制度，开展专科手术轮转，并对手术配合细则进行掌握，
对手术室各工作流程进行掌握。各层级人员除完成本层级工
作外，还需指导并监督下一层级的护理工作，确保手术室护
理工作进行顺利。下一级护理人员要协助上一级护理人员工
作。定期考核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并制定奖惩制度，纠正
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护理人员，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管理模式下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情况，通过护

理质量调查量表进行评定，包括基础护理、护理文书、急救
药品、消毒隔离、设备物品、病区管理、护理技术七方面，
分值 0-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高，由高年资护理
人员进行评估，取平均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研究结果涉及统计的内容均通过 SPSS22.0 统计学

软件进行，统计项目涵盖计数和计量数据两种，前者通过 T
值和（均数±标准差）进行检验和表述，后者通过 X²和 n(%)
进行检验和表述，最终结果以 P值和 0.05 的大小关系进行评
定，小于 0.05 则表明统计意义存在。 

2 结果 
两组护理质量相比差别较大，具有统计学价值（P<0.05），

见下表。 
两组护理质量的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消毒隔离 护理文书 设备物品 急救药品 病区管理 护理技术 

参照组 34 92.01±1.16 94.22±1.17 95.10±1.11 91.53±1.31 92.27±1.54 90.01±1.05 93.66±1.07 

观察组 34 95.95±1.83 97.97±1.54 97.74±1.49 95.88±1.94 95.95±1.28 93.87±1.35 96.75±1.32 

T  0.714 11.305 8.285 10.835 10.715 13.160 10.603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管理科学理论逐渐应用于不同领

域，形成了一套管理科学体系，传统护理管理模式下，对护
理人员的职称、能力、文化水平有所忽略，分配工作任务时
没有做到合理配置，护理工作以护理操作为中心，工作人员
工作积极性较低，导致护理质量不高，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
浪费

[2]
。层级管理模式是一种以手术室护理管理需求为基础

的管理模式，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按照护理人员的学历、
能力、职称等信息进行工作的分配，能够做到逐级把关，将
工作责任落实，具有层级分配性

[3]
。层级管理模式可以最大

限度发挥各层级护理人员的潜能，能够充分激发工作人员的
积极性，从而提升工作人员的成就感。层级管理模式对护理
人员进行层级分工，明晰护理权责，合理利用人力资源，能
够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层级管理模式中，可以调动

不同级别护理人员的学习主动性和进取心，能够让护理需求
得到满足的同时，提升护理质量

[4]
。 

总而言之，在手术室护理当中应用层级管理模式，能够
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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