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生活能力下降!但与脑卒中康复影响程度无相关性"

护理者的 !"#评分与患者的 $%&评分得分和 '"#

评分得分呈负相关!说明脑卒中康复期患者的生活

满意度和日常生活能力与相应护理者的护理负担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反映了护理者的护理负担增加会

导致被护理者生活满意度和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

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患者肢体残疾程度" 患

者的残疾程度越严重生活自理能力越差!护理者需

要付出的人力&财力越重!压力越大!容易产生厌烦&

急燥&负面情绪而影响护理质量!使患者的生活满意

度降低" $)%患者的依赖程度" 由于患者的年龄不

同&性别不同&心理状态不同!所以患者的依赖程度

也有所不同!护理者的$%&和'"#评分得分也有较

大的差异" $*%家庭与社会支持程度" 社会和家庭

其他成员对患者的支持&鼓励程度和对家庭护理者

的精神&工作支持程度对患者的$%&及'"#评分得

分亦有较大的影响!支持程度越高!得分越高'支持

程度越低!得分越低"

!"!#为了提高脑卒中患者康复期的生活满意度和

日常生活能力!建议#$(%发挥社区医疗服务的作

用" 如今我国社区医疗发展迅速!社区医院要充分

发挥其紧密贴近居民生活的优势!加强对整个社区

医疗卫生的管理!不仅为脑卒中患者供必要的诊疗

和服务措施!为他们提供方便&快捷&廉价的康复诊

疗服务!从而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建立康复中心" 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需要长时

间的康复训练才能更好地恢复!有条件的单位或小

区建立康复中心!有助于患者进行肢体功能锻炼和

康复" $*%加强社区家庭访视"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

通过加强家庭随访!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有的放矢

地提供个体化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工作!为家庭

护理人员提供疾病防治知识教育和康复技术指导和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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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讨

=>?@循环模式在急诊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周+艳

作者单位# 75.*--+广西!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作者简介# 周+艳$(894 6%!女!大学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急救护理" ABC/1<#:DE9949F(.*,GHC

++!摘要"+目的+观察=>?@循环模式用于急诊科护理管理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该院急诊科于 )-(7B

-(正式实施=>?@管理模式!分别选取 )-(5B-4 I)-(5B() 及 )-(7B-( I)-(7B-7 该院急诊科收治的患者各 4-

例!分为实施前组和实施后组!采用该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评价量表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时比较实施

前后消毒隔离合格率&无菌药品合格率及医患执行率差异" 结果+=>?@循环模式实施后组患者对护理工作

质量&护理工作态度&医护人员形象&治疗护理速度及环境卫生等护理指标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组

$!J-K-7%!=>?@循环模式实施后组的消毒隔离合格率&无菌药品合格率及医患执行率均显著高于实施前组

$!J-K-7%" 结论+应用=>?@循环模式能明显提升急诊科护理管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改善医

患关系!同时还可增加护理过程中各项操作的安全性!是一种高效的护理模式!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循环'+急诊科护理管理'+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5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95 6*4-.#)-(9$-( 6--4- 6-5

++LH1%(-,*8.8MN,1DDO,(.95 6*4-.,)-(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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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医院中接受重症病人的主要场所!患

者疾病类型较多!抢救任务较重!是医院科室中管理

任务最重的科室" 相比常规科室患者!急诊科室患

者具有发病急&病情较重&年龄跨度大&社会背景复

杂等特点(()

!极大增加临床护理难度())

" 有时由于

患者病情急&危&重!故家属及患者情绪极不稳定!容

易导致各种异常状况发生!所以临床急诊科有效的

护理干预非常重要" 以往临床研究显示!急诊科常

规护理干预由于干预范围较小!无法有效满足急诊

科护理需求!因此临床效果不理想!患者及家属对护

理不满意情况常有发生!同时治疗过程中医疗事故

常发生!因此需要一种高质量的护理方式(*)

" 国外

大量文献报道(5)

!=>?@循环模式在临床各科室护

理管理中应用效果明显" =>?@模式是上个世纪 7-

年代在美国首次提出!主要通过计划$=%&实施$>%&

检查$?%&评价$@%四个阶段进行干预!可明显提高

护理管理质量及护理满意度!我院于 )-(7B-( 正式

实施=>?@模式!笔者对实施前后护理效果进行比

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我院急诊科护理管理小组成员共

)* 名!所有护理人员均为女性!由 4 名护士!9 名护

师!9 名主管护师及 ( 名主任护师组成'文化程度为

本科学历 (-名!专科学历 (*名'年龄 )( I*.$)9K4* W

5K9.%岁" 我院急诊科于 )-(7B-( 正式实施 =>?@

管理模式!分别选取 )-(5B-4 I)-(5B() 及 )-(7B-( I

)-(7B-7 我院急诊科收治的患者各 4- 例!分为实施

后组和实施前组"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及疾病类型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K-7%!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W$$%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疾病类型

骨折 脑卒中 急性心肌梗塞 早产难产 急腹症 急性腹泻 严重创伤

实施前组 4- 54 *) 5-K)( W9K.* () (* () 8 (( (* (-

实施后组 4- 5. *5 *8K*9 W9K)5 (* () (- (( (- (* ((

!

)

%&

6 -K(-* -K9(5 -K778

! 6 -K954 -K59. -K889

$"%#方法#=>?@循环主要分为 =&>&?&@四个步

骤进行#

(K)K(+计划阶段$=%+由护理管理小组对患者疾

病进行全面评估!仔细分析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及其影响护理正常执行的相关因素!同

时结合疾病相关科室具体护理特点及患者自身需

求!由护理管理小组综合制定护理计划!同时评估预

计护理效果和相关考核指标!所有护理人员根据自

身护理经验对护理计划进行分析和指正!综合出最

好的护理措施后!由护理管理小组执行并相互监督

指正"

(K)K)+实施阶段$>%+=>?@循环模式实施前护理

管理小组成员集中学习相关疾病知识及护理知识和

基本操作等!同时鼓励科室内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参

与学习以提高整体医疗质量!通过集中教育强调护

理管理中对患者整体性和全面性护理干预的重要

性" 让患者熟悉掌握护理过程中相关评价指标!按

指标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定期安排对护理管理小组

的护理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及时了解护理效果并提

出建议!明确制定相关惩奖措施以鼓励和监督护理

人员的护理工作"

(K)K*+检查阶段$?%+急诊科护理过程中分阶段

对护理质量进行检查评定!通过全面客观的评价标

准评价其护理综合效果" 定期对护理效果进行检

查!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并提出建议!通过及

时消除护理管理中的问题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

效果" 并有效避免护理过程中各种意外事故发生"

(K)K5+评价总结阶段$@%+对以上三个阶段的总

体护理效果进行全面评定!也可在上述三个阶段任

意时间段进行总结评价!护理小组进行护理工作经

验总结!对现阶段困难进行分析!适时调整护理干预

目标以加强护理工作的目的性!同时分析下一阶段

护理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护理措施以提高整体护

理质量!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及时总结护理工作经

验以改进护理工作!提高护理质量"

$"!#观察指标#$(%比较 =>?@循环模式实施前

后患者对各项工作护理满意度!采用我院自拟的自

评量表进行评定!各项指标满分均为 (-- 分!其中分

为满意$47 I(-- 分%&一般$.- I47 分%及不满意

$ J.- 分%'$)%比较 =>?@循环模式实施前后护理

工作中消毒隔离合格率&无菌药品合格率及医患执

行率"

$"&#统计学方法#应用 %=%%(8K-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W标准差$

!

#W$%表示!组间

*(4*

++中国临床新医学+)-(9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比较采用&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等

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J-K-7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循环模式实施前后护理工作满意度比

较+=>?@循环模式实施后组患者对护理工作质

量&护理工作态度&医护人员形象&治疗护理速度及

环境卫生等护理指标的护理满意度优于未实施前组

$!J-K-7%" 见表 )"

表 )+=>?@循环模式实施前后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工作质量 护理工作态度 医护人员形象 治疗护理速度 环境卫生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实施后组 4- .4 9 7 .9 8 5 .7 (- 7 .9 9 . .. 4 .

实施前组 4- 9. * ( 9. 5 - 99 * - 97 * ) 98 ( -

' 6 6)K()7 6)K*7- 6*K-*7 6)K--5 6*K7*(

! 6 -K-*5 -K-(8 -K--) -K-57 -K---

%"%#=>?@循环模式实施前后各项护理质量指标

比较+=>?@循环模式实施后组消毒隔离合格率&

无菌药品合格率及医患执行率均显著高于实施前组

$!J-K-7%" 见表 *"

表*+=>?@循环模式实施前后各项护理质量指标比较!"#Y$%

组+别 消毒隔离合格率 无菌药品合格率 医患执行率

实施前组 44M(()$94K79% )95)M*-)*$8-K9-% 8*5)M(().7$4)K8*%

实施后组 89M(-($8.K-5% ).*(M).77$88K-8% (-)9*M(-9*5$87K9(%

!

)

(5K(8* (87K4(8 8)4K58)

! -K--- -K--- -K---

!#讨论

!"$#=>?@循环模式目前进展及步骤+急诊科接

诊的患者常为急重症患者!患者及家属情绪波动较

大!出现焦虑&急躁等负面情绪较多!加之患者病情

复杂!治疗难度较大!涉及科室较多!患者及家属性

格和年龄差异明显!因此对于临床护理工作是一项

极大挑战!在急诊科如何应用高质量护理干预是临

床研究的重点" 通过查阅文献(7)发现!=>?@循环

模式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各科室护理中!并且该护

理管理模式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显著" 该模式通过

严格的层级管理!各护理人员分工及护理目标明确!

护理人员通过严格的护理干预操作!有效提高了临

床护理质量!目前已在临床中取得了较高的认可

度(.)

" =>?@循环模式主要通过 =&>&?&@四个阶

段进行护理管理(9)

!=英文单词为=</O!是指护理计

划阶段!该阶段由护理人员结合自身护理经验及相

应科室护理工作内容!并全面评估患者护理需求从

而制定相应护理干预计划和目标!为后期护理工作

提供指导依据'>英文单词为 >H!是指护理实施阶

段!该阶段护理人员严格执行护理计划内容!同时在

实施中通过及时考核及观察!实时跟进护理进度和

调整护理方法及目标'?英文单词为 ?:;GZ!是指护

理检查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实施护理干预后的护

理效果进行全面评估检查!及时跟进护理干预效果!

督促护理人员严格执行!同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纠

正和建议!达到完善护理干预步骤效果'@英文单词

为@G21HO!是指评价总结阶段!评价总结可进行于上

述三个阶段的任意时间段!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及时

总结护理人员工作效果!通过科学的分析!为临床护

理提供方向!从而进一步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同时提

出未解决问题后进入下一环节" =>?@循环由四个

阶段循环进行!每个循环通过总结问题!提出解决方

法从而不断完善护理质量!使护理干预过程更具有

层次性和目的性!且将各项护理措施系统性地连接

在一起!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及质量(4)

"

!"%#=>?@循环模式在我院实施的结果+目前=>B

?@循环模式已经逐渐广泛应用于我国护理工作中!

我院于 )-(7B-( 正式实施 =>?@循环模式!笔者通

过对实施前后各 4-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

示=>?@循环模式实施后组患者对护理工作质量&

护理工作态度&医护人员形象&治疗护理速度及环境

卫生等护理指标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组

$!J-K-7%!=>?@循环模式实施后组的消毒隔离合

格率&无菌药品合格率及医患执行率均显著高于实

施前组$!J-K-7%!可见 =>?@循环模式不仅可提

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同时还能提高护理工

作质量!预防意外医疗事件发生!从而极大提高了护

理干预的整体效果"

综上所述!应用 =>?@循环模式能明显提升急

诊科护理管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改善医

患关系!同时还可增加护理过程中各项操作的安全

性!是一种高效的护理模式!值得在临床推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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