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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管理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实施 

章英 

（鹰潭一八四医院创伤一科  江西鹰潭  335000） 

【摘  要】目的 探讨“以人为本”理念在骨科护理管理中的实施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10月~2023年3月期间于我院骨科住院治疗

的8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采用骨科常规护理管理，观

察组实施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比较两组患者整体护理质量情况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整体护理质量评分

（87.55±9.67）分，对照组整体护理质量评分（71.78±10.23）分，观察组整体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7.340，

P=0.000）；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90.70%，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72.09%，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χ2=4.917，

P=0.027）。结论 “以人为本”护理管理理念提高了骨科患者临床护理质量及护理满意度，进而提升了医院的整体形象

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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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in orthopedic nursing management 

Zhang Ying 

（Yingtan 184 Hospital Trauma Department I Jiangxi Yingtan 335000）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in orthopedic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86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orthopedics department from October 2021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grouping method，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orthopedic nursing management，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a people-oriented nursing management concept. The overall nurs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The overall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87.55 ± 9.67）points，while the 

overall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71.78 ± 10.23）points. The overall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7.340，P=0.000）；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70%，whil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09%.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χ 2=4.917，P=0.027）. Conclusion：The 

"people-oriented" nursing management concept has improved the clinical nurs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orthopedic 

patients，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image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hospital. 

[Keywords]：Orthopedic nursing；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Implementation effect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

强，服务质量已成为当今评价医疗质量的重要指标。骨科患

者由于其病理特点的原因，导致其预后康复时间较长，为临

床护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1]。随着近年来“以人为本”理

念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在提升护理人员工作潜力

及自我价值的同时，还为患者提供了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已成为现代护理管理的主要发展方向[2]。我院骨科自 2021

年 10 月临床开展“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以来，取得

的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21年10月~2023年3月期间于我院骨科住院治疗

的8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分组法将患者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中男性17例、女性26例；年

龄27 ~90岁，平均年龄（66.67±3.78）岁；病理类型：胫骨

平台骨折9例、股骨粗隆间骨折34例。观察组中男性16例、

女性27例；年龄30 ~89岁，平均年龄（67.46±3.84）岁，病

理类型：胫骨平台骨折8例、股骨粗隆间骨折35例。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病理类型等临床一般资料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P>0.05），具可比性。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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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采用骨科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实施“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具体包括“以人为本”

理念在护理人员及患者中的实施 2 个方面。 

1.2.1 “以人为本”理念在护理人员管理中的实施 

科室成立“以人为本”理念护理管理小组，包括 1 名组

长、2 名副组长及 10 名组员，对所有小组成员实施“以人

为本”的管理理念，旨在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

自身潜能及自我价值，从而促进整体护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具体管理措施如下：①实施民主化管理：为了提高护理人员

工作的责任心和价值感，在临床工作中，排除以往死板的排

班、值班制度，采取弹性排班，根据护理人员的实际情况，

进行灵活排班、值班，组员之间相互帮助和关系，增进感情，

增强科室的凝集力；同时，针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护

理小组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提出改善措施，使人人都能参与

到管理中，更好的体现个人价值的实现。②加强素质培养：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终目的是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因

此，加强护理人员的自身素质的提升，以便能够更好的为患

者提供服务。骨科患者由于治疗及恢复时间较长，使得相应

的护理工作十分繁重[3]。因此，通过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素质

培养，提高护理人员的人文素质、专业技能以及责任心，促

进护理团队的进步和发展，提升临床护理质量。③实施以激

励为主的考核制度：在临床护理管理中，制定以奖励为主，

惩罚为辅的考核制度，对工作出色的护理人员给予奖励，对

于工作中存在较多问题的护理人员，主要采取组长约谈的方

式，了解具体情况及问题关键，是否是护理工作压力太大、

或者是家庭因素等，为其寻找解决方法，避免类似错误再次

发生。进而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临床护

理质量。 

1.2.2 “以人为本”理念在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实施 

“以人为本”理念在患者临床护理中主要包括 3 个部

分，分别为入院护理、住院期护理、康复期护理。①入院护

理：由于多数骨折患者入院时均存在紧张、焦虑、恐惧等负

面情绪，会对患者的治疗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患者入院

时，护理人员通过亲切、耐心的沟通，并给予相应心理安抚

措施，以缓解患者负面不良情绪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耐心讲解治疗方案及治疗预期效果，提高患者治疗依

从性[4]。②住院期护理：护理人员本着以患者为本的理念，

为患者提供舒适、干净、整洁的住院病房环境，保持病房空

气流通、做好病房消毒工作；以关怀、亲切、柔和的语言告

知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的注意事项；加强用药护理，预防感染

及二次受伤；做好风险事件预案措施，防止护理过程中压疮、

坠床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做好护士间的交接工作，详细询问

患者是否存在身体不适等并及时给予处理。③康复护理：针

对患者个体情况，护理人员协助医生为患者制定人性化、个

体化的康复训练计划，康复锻炼应由轻到重，逐步加量，以

促进患者功能的康复；为患者量身制定个体化的健康饮食计

划，并协助患者及家属做好出院护理指导，做好随访记录登

记，随时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并开展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

护理服务。 

1.3 效果评估 

比较两组患者整体护理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分别采用我

院自制护理质量评分量表及护理满意度调查量表进行评分。

护理质量评分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好；

护理满意度满分为 100 分，评分 9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70~89

分为满意，60~69 分为基本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护理

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 sx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表示，

行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整体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

度情况 

观察组整体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0.70%，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2.09%，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整体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护理满意度（例，%）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 

（ sx  ，分）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43 71.78±10.23 10（23.26） 21（48.84） 9（20.93） 3（6.98） 31（72.09） 

观察组 43 87.55±9.67 22（51.26） 17（39.53） 4（9.30） 0（0.00） 39（90.70） 

t/χ2  7.346     4.914 

p  0.000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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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以人为本”护理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尊重个体生命价

值，具体体现为尊重护理人员、患者的个体人格、个体价值

及个体隐私， 大限度的调动和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及护理质量，以患者的利益为中心，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创建良好的医院环境，避免或减少各种医疗纠纷，加速患者

疾病的康复进程，为医院带来更大的效益。 

将“以人为本”护理理念融入到临床各项护理管理制度

当中，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临床护理人员进行管

理，能够有效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使命感和责

任感。同时，加强素质及各项业务技能培训能够提高护理人

员的护理业务水平，使护理人员转变观念，增强奉献精神和

服务意识， 大限度的满足患者临床各类护理需求，更好的

为患者服务，从而体现“以人为本”护理理念的核心价值。

此外，护理人员管理中开展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的考核制

度，能够更进一步的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科室

凝集力，提高临床护理质量[5]。 

将“以人为本”护理理念融入到临床对患者的护理工作

中，通过规范护理人员的言行和行为，构建舒适、和谐、良

好的住院环境，提供个体化的护理服务，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的不良情绪，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通过患者康复过程

中的用药护理，能够加速患者康复以及有效预防感染；通过

风险把控，能够有效降低患者临床风险事件的发生率；通过

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训练计划，能够加速患者运动功能康复进

程，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6]。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中整体护理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我院骨科自开展“以人为本”护理管理理念

以来，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护理效果，不仅提高了护理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责任感及护理业务水平，还有效的缩短了患者

的住院时间，减轻了患者家庭经济负担，提高了临床护理质

量及护理满意度，进而提升了医院的整体形象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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