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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管理在急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及效果评价 

王宇娟 

（武汉大学医院） 

【摘  要】目的：探讨急诊护理方案，分析层级管理作用。方法：2023年1年-2024年4月，选择200例急诊患者进行临床研究，经抽

签法完成分组，有2组，各100例，是对照组（常规管理）、观察组（层级管理）。结果：观察组、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

情况、护理满意度评价结果、急诊护理工作质量评分比较有差异（P＜0.05）。结论：在急诊护理中应用层级管理，可减

少不良事件，提高护理满意度及工作质量，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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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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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University Hospital）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mergency care plan and analyze the role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ethods：From January 2023 to 

April 2024，200 emergency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clinical study，and grouped by lottery method，with 2 groups，100 cases each，

which were the control group（routine manage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hierarchical management）. Results：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and the emergency nursing work quality scores varied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The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care can 

reduce adverse events，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work quality，and have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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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属于医院特殊科室，收治患者存在骤然起病、进

展速度快、治疗过程复杂等多项特点，尤其是急诊创伤患者，
病情严重，多数存在多发性损伤，会对生命安全、预后情况
造成严重影响[1-3]。为保证急诊患者的救治有效率与生存率，
需急诊护理人员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接诊患者第一时间调
整状态，做出准确反应，但科室存在较大工作量，较高劳动
强度，长期在急诊科工作容易出现身心俱疲感受，难以第一
时间满足患者与家属的愿望，无法做好常规维护工作，可导
致护理不良事件发生[4-6]。为进一步提高急诊护理效果与质
量，需做好急诊科的管理工作。以往多在急诊科实施常规管
理，但护理措施缺乏科学性与针对性，管理程序相对模板化，
无法针对性解决患者的问题，护理存在反应不及时等问题，
故护理效果一般[7-8]。层级管理属于先进科学管理模式，在护
理管理中应用，可明确护士业务能力、职业素养、具体职称，
基于实际需求进行多层级管理，有效衔接急诊护理流程，提
升护理工作效率，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此次研究在 2023
年 1 年-2024 年 4 月进行，选择 200 例急诊患者作为对象，
与常规管理比较，探讨层级管理的作用，报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1 年-2024 年 4 月，选择 200 例急诊患者进行临

床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管理：提供 24h 开诊与随时应诊；要求值

班护士按照规章制度值班，不能离开接诊室；针对急诊科患
者的特点与工作要求，完善各种抢救器材以及抢救药物，保
证数量充足，器材功能齐全；护士严格按照要求，完成病历
记录、护理记录；一旦遭遇重大事故，立刻告知相关部门，

及时反应并处理相关事故。 
观察组，层级管理：（1）详细调查护士的各项资料，包

含工作年限、文化背景、具体职称等，同时对护士业务能力
进行详细调查，设置五个层级，N1、N2、N3、N4、N5，分
别对应助理护士、初级护士、中级护士、高级护士、护士长，
明确不同层级护士的护理工作内容，明确应该落实的护理工
作制度，如 8h 工作制度、12h 工作制度、24h 工作制度，保
证不同层级护士均可高效配合各项护理管理工作，保证护理
工作、护理职责交接的衔接性、连续性。（2）不同层级护士
存在不同工作制度，N1 需在日常工作期间收集各项信息资
料，多进行学习，主要任务是收集当月护理情况，在月末反
馈。N2 与 N3 则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服务前需需做好岗前
培训，保证知识、技能培训达到标准，还需培养风险意识及
职业道德素养。N4 与 N5 则于晨会交班期间进行护理内容、
安全意识、护理行为等抽查。拟定完善、详细的不同层级护
士工作标准，将层级管理落实到位，急诊科负责人及时完善
护理工作流程、护理工作制度，详细记录、完善急救物品、
设备及药物的保养方法，并将其发送到工作群置顶，等并打
印成图文粘贴在急诊科公告栏。晨会过程中告知突发事件发
生率，分析发生原因，针对事件拟定应急方案。（3）N1 和
其他科室沟通，检查、核对每日的护理工作计划，遵从医嘱
工作，保证护士工作衔接有效到位；N2 与 N3 基于护理计划
进行护理工作，辅助护理组长、护士长进行护理质量控制，
基于患者、家属反馈调整工作内容、护理计划等。N4 与 N5
则创建档案管理系统，记录每一位护士的临床资料、业务能
力等，尤其是层级类型，定时进行针对性培训，帮助护士持
续提高业务能力。N5 每周评价其他层级护士的工作状态、
业务能力，统一进行收集管理，若护士需及时改进工作，及
时和护士沟通交流，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4）创建复合护
士情况的奖惩机制，不管护士是哪一个层级，均需结合护士
的实际情况定时进行业务能力及护理知识考核，考核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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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基于考核结果及时提供奖励与惩罚，
对成绩始终维持良好水平的护士提供口头肯定，若护士水平
持续提高则提供物质奖励，若成绩下降及时惩处，分析原因
并寻找解决方案帮助护士进步。 

1.3 观察指标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包含护患纠纷、护患矛盾两种，计

算例数和占比。 
护理满意度评价结果：采用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价，

总分 0-20 分，不满意 0-＜11 分，基本满意 11-＜16 分，
非常满意 16-20 分，计算非常满意及基本满意例数，计算满
意度。 

急诊护理工作质量：采用急诊科护理工作质量调查问卷
评价，是基本护理、专科护理、急救配合、危机应对，单项

总分 10 分，评分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 26.0 软件完成数据统计和比较。 

2·结果 

2.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见表一。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价结果比较 
见表二。 
2.3 两组急诊护理工作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三。 

表 1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护患纠纷（n） 护患矛盾（n）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100 2 1 3.00 
对照组 100 6 4 10.00 
X2 值 - - - 5.762 
P 值 - - - 0.001 

表 2  护理满意度评价结果（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n） 基本满意（n） 不满意（n）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100 65 31 4 96.00 
对照组 100 40 47 13 87.00 
X2 值 - - - - 5.321 
P 值 - - - - 0.001 

表 3  急诊护理工作质量评分（ sx  ，分） 

组别 例数 基本护理 专科护理 急救配合 危机应对 

观察组 100 9.43±0.55 9.36±0.51 9.31±0.53 9.39±0.54 
对照组 100 9.00±0.47 8.87±0.42 8.82±0.45 8.95±0.48 

t 值 - 7.871 7.232 7.456 7.680 
P 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3·讨论 

伴随着物质水平的升高，人们的健康意识及医疗服务要
求日益升高。急诊患者大多突发疾病，症状表现明显，疾病
进展速度快，容易发生并发症，对急诊救治及护理有极高要
求[9-11]。故需急诊科及时优化护理工作，创新护理理念，提
高护理效果。以往多在急诊科实施常规管理，但并不能满足
现今急诊患者的实际需求，故护理效果一般[12-13]。在常规管
理模式下，急诊科护士配置及工作存在不合理现象，不能保

证护理的质量，甚至会升高职业倦怠发生风险[14]。层级管理
是现今推崇的护理管理模式，可对护士进行详细分层级，基
于实际层级进行护理工作分配，具体化护士的工作内容，让
护士得到不同层级但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减少护理不到位产
生的矛盾和冲突，创建良好和谐的护患关系与医患关系，提
供更理想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对急诊护理服务满意[15]。 

综上可知，急诊科护理采用层级管理，可提高护理安全
性、满意度及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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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减轻心理负担，帮助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同时，加强健康教育，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提高
他们对自身疾病的认识，从而有效提高治疗依从性；此外，
应在各方面给予患者详细指导。首先，详细了解并掌握患者
的用药情况，向其解释所需药物的药理作用和正确用药方
法，强调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以提高其用药依从性。其次，
识别并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建议其在生活中注意保暖
和个人卫生，保持会阴部清洁干燥，每晚清洗并勤换内衣裤，

尤其在经期时避免性生活[11]。同时，结合患者的饮食偏好和
家庭情况制定饮食计划，明确盆腔炎的饮食禁忌，帮助患者
列出合理的饮食清单，确保治疗期间的营养摄入充足，建议
多食用高蛋白和高维生素的食物。最后，根据患者的身体状
况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说明适度运动的好处，鼓励患者定
期参加户外活动[12]。 

综上所述，对盆腔炎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可有效调节患
者负性情绪，提高患者遵医嘱行为，并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
行提升，临床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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