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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层卫生院综合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体会 
Talking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in general wards of basic level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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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基层卫生院综合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对象为我院综合病房近年来收治的 80 例患者，
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护
理效果。结果  通过实验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针对综合病房
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服务，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in general wards of basic level hospitals. Methods 80 patients in the 

comprehensive ward of our hospital in recent year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high-quality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rough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for patients in comprehensive ward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care, and has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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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家经济的逐渐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日渐

提高，然而因为饮食不规律、环境污染等众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当前，我国

人口进入老龄化发展，基层卫生院中收治了较多的原发性疾

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相应的发生率也呈现出了逐渐上涨的发

展趋势[1]。针对综合病房也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基

层卫生院应积极探索新的护理服务模式。而优质护理干预措

施是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有效加强护理工作开展的

质量，给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能够保证护理工作

的有序实施。此次研究选取我院综合病房的 80 例患者，基

层卫生院综合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现做出如下报

告。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为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患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

每组各 40 人。对照组中有 18 例男性，22 例女性，年龄为

30-61 岁；观察组中有 19 例男性，21 例女性，年龄为 31-63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针对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针对观察组患者采用优

质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护理工作模式的创新，进行全

程化护理。采用责任包干的方式，实施总责任护士负责制，

确保总责任护士负责制和责任组工作方式之间能够实现有

效的结合。做好各分级护理制度工作的有效落实，对患者进

行分级，护士的分层不到那重视高年资护士针对危重患者的

管理，同时也关注人人参与的生活护理工作。采用整体“包

干”的全程化护理，可以确保责任护士管床的有效实施[2]。

责任护士做好相应分管患者的病情观察工作，做好患者的生

活护理、健康宣教和心理干预等相关护理措施，针对患者实

施全面护理。充分调动护士工作开展的积极性，高年资护士

发挥带班、指导和监督的作用，低年资护士具有一定的成长

和发展空间，这样不但进行了有效分工，也实现了团队合作，

加强了团队的凝聚力。针对患者来讲，住院的过程中应具有

一名固定的护士对其进行负责。针对护士来讲，每一位护士

应负责相应数量的患者。采用这样的工作模式，可以确保责

任护士能够更为全面地对患者进行负责，同时不会使得基础

护理同专业及其专科技术之间的关系发生割裂，确保了延续

性与连续性护理工作的有效实施，加强了护士的成就感和责

任感，维护了较好的护患关系。（2）变更排班模式，确保整

体性与连续性。进行排班的过程中，应遵循人性化的原则，

确保护理服务更为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在实行责任护理工作

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多种不同形式的排班方式，不但应对患

者的实际需求进行考虑，也应重视护士的意愿。不但应确保

护理服务的连续性，也应给护士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一定的方

便。实施 APN 排班，且在实际工作开展期间逐渐加以完善，

在人员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结合科室的具体情况，实施高

峰段和特殊时段的调配[3]。（3）加强护理基础，深化专科护

理的内涵。采用基础护理服务个体化、基础护理技术专业化、

基础护理工作人性化的工作模式。应结合患者的特点给患者

提供基础护理服务，针对病症较为严重的患者应予以特殊护

理，确保医疗质量的基础作用。加强患者的基础护理，需要

将专科知识与专业能力作为支撑。没有基础护理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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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专科知识及其专业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无法与临

床和患者相贴近，更无法实现针对患者的整体护理。基础护

理和专科护理的一同实施，方能有效加强护理质量。（4）做

好护士的教育培训工作，加强护士的服务水平。针对《护士

条例》应进行深入贯彻实施，关注护士的生活与身心健康，

应保证人人参与其中[4]。护士长应组织科室护士学习《基础

护理服务工作规范》等有关文件内容，同时组织全体护理人

员认真学习职业道德规范与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相关规定、医

院各相关规章制度及其各相关人员的岗位职责。与此同时，

可以组织多种不同形式的活动，特别是针对刚刚入科的护

士，应实施核心制度的相关培训。通过优质护理契机的有效

创建，根据行风评议与“三好一满意”活动，进行优质护理

服务的深化，加强整体护理服务水平。（5）提倡人文关怀。

①人文护理工作的开展中，护士是其中的主要参与人员，护

士针对人文护理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认识，会给人文护

理服务的提供带来直接性的影响，与患者的心理感受具有密

切关联，导致患者疾病的恢复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科室

可以采用学习交流和组织讲座等多种不同的形式，强化全科

护士的护理理念，确保人文护理观念可以融入到给患者提供

护理服务的全程。医院可以组织护患沟通情景剧演示，护士

可以将其当作动力，重视针对个人素质的培养与加强，采用

“首问负责制”，保证各项护理操作的规范性，采用身份、

目的和注意事项的“三告知”工作方式，实现对护理服务工

作开展的有效规范。②具体护理实践工作开展中，应积极创

新，给急诊患者、年龄较大的患者提供小便专用桶，确保护

理服务更加具有人性化的特点，这样可以使得患者的个性需

求获取更为良好的满足。全程化给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关注

患者的心理干预，并在其中进行人文关怀的融入，大力应用

人文护理相关知识，给患者提供一个舒适且温馨的疾病治疗

环境。③强化床边工作制，做好巡视工作，随时对患者的动

向进行了解，并重视患者的实际感受，提倡主动服务的理念。

走在红灯呼叫之前，想在患者需求之前，做在患者开口之前。

借助针对护士工作的科学安排，强化护士对于输液患者的巡

视，主动进行输液、取液与配液，针对术后伤口进行换药和

照灯等，告知患者在换药以后的 5-10 分钟进行照灯，若是

发生特殊情况，护士会在第一时间内予以处理。④加强责任

意识，确保患者树立起疾病治疗的信心。耐心给患者提供服

务，确保患者治疗期间较好的护理体验。用心给患者提供服

务，确保患者治疗期间较高的舒适度。用爱心给患者提供服

务，确保患者治疗期间的安心。针对患者表示尊重，操作时

应对患者进行问候、操作出现失误应道歉、操作结束后应有

应答之声等。称呼患者时不可以直接呼喊床号，患者询问时

不说不知道，患者存在主诉的情况不可以说没事。在护理工

作的开展中，将人文关怀与细节服务融入其中，丰富并拓展

护理服务相关内容。对于年龄相对较大与脾气古怪的患者，

应采用点对点药物发放的方式，坚决避免“一把抓”的情况，

确保患者可以获取更为良好的疾病治疗效果。⑤关注健康宣

教，做好护理服务的有效延伸。根据专科特点，进行存在专

科特点《健康教育处方》的有效制定。逐渐丰富优质护理干

预的内涵，给患者提供由入院至出院及其出院以后的全程化

无缝隙护理干预服务。加强针对患者的入院健康教育、住院

护理、出院指导和出院以后的随访等相关内容，确保患者可

以及其获取康复，及早回顾到社会，加强患者的生活质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处理此次实验研究中的相关

数据，以%表示计数资料，实施 x2 检验。P＜0.05 表示存在

明显差异，具有一定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一所示。 

表一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0 24（60.0%） 15（37.5%） 1（2.5%） 39（97.5%） 

对照组 40 20（50.0%） 11（27.5%） 9（22.5%） 31（77.5%） 

x2 - - - - 7.314 

P - - - - 0.007 

3  讨论 

基层卫生院中，综合病房通常含有较多疾病类型的患

者，患者年龄段跳跃也比较大，这也导致护士工作承受了较

大的压力[5]。护士需要具备一定的独立判断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针对护士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需要采用一种有效的

护理模式，确保患者可以获取更为良好的服务体验。 

关于优质护理，其是一种新型护理干预模式。通过优质

护理干预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6]。患者

满意度是护理工作开展中比较主要的内容，优质护理的实施

主要是将患者作为中心，加强基础护理工作，全方位进行护

理责任制的落实，对护理专业内涵进行深化，存在比较强的

针对性，加强同患者之间的交流，从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对各相关护理操作流程加以规范，护士给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时，以微笑面对患者，主动为患者提供服务。护理工作中，

遵循人性化的原则，可以确保患者体会到源自护士的温暖与

关爱。专科护理工作的细化，针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和饮食

指导，可以确保患者体会到源自医护工作者的关爱。做好同

患者之间的交流工作，为患者讲述基层卫生院的环境，可以

有效减轻患者的陌生之感，给患者提供全面、全程化的护理

服务，可以保证更高的护理满意度。优质护理的实施可以有

效加强患者针对护士的信任度，在具有需求的情况下，患者

会主动寻找护士，这样可以确保护士感受到自身工作的重要

价值，充分调动了护理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护理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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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优质护

理。研究结果显示，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可见，优质护理工作的开展，由细节入手，

由自身做起，更为关注护理工作开展的各环节，可以确保患

者和家属感受到疾病治疗期间每一环节都获取了充分的重

视，让其感受到将患者当作中心的良好护理服务，维持了较

好的护患关系，加强了护理服务质量，获取了更高的护理满

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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