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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管理在内科护理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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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柔性管理在内科护理管理中的作用。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内科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收治的

260 例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内科护理管理中是否开展柔性管理将患者分为对照组（130 例：未开展柔性管

理而行常规管理）与实验组（130 例：柔性管理），比较两组患者管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SAS
量表（22.18±1.22）分、SDS 量表（24.18±1.35）分]、护理依从性以及患者对护理干预满意率（84.62%）等临

床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显（P<0.05）。结论 内科护理管理中柔性管理效果显著优于常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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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ole of flexible management in internal medical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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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role of flexible management in medical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26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rnal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130 cases: routine management without flexible manage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30 cases: flexible management) to compare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22.18±1.22) [SAS (22.18±1.22), SDS (24.18±1.35)], nursing complianc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84.62%) were all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flexible management in internal nursing managemen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routi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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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接诊患者在疾病的影响下，身体可出现不适

感，由于患者对医院环境、自身疾病以及医护人员了

解较少，在入院接受治疗时均可呈现不同程度焦虑、

恐惧、躁动等负面情绪，而内科常规管理中忽视患者

疾病认知局限性以及心理需求，护理人员在医嘱指导

下机械性执行相关护理诊疗措施，该常规管理模式中

护患之间缺乏沟通，易爆发护患矛盾[1]。柔性管理是一

种基于“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旨在开展

人性化管理以提升患者对内科环境的适应能力，提升

患者对相关护理的依从性，近些年，部分医学研究者

提出将柔性管理应用在内科护理管理中，但是相关研

究资料少[2,3]。本次研究为弥补相关研究资料不足，比

较我院内科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 260 例住院期间

分别行常规管理以及柔性管理患者管理干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组 130 例柔性管理患者中男 70 例，女 60 例，

年龄在 24 岁～83 岁、平均年龄（48.61±4.41）岁，住

院时间在 7 天～12 天、平均住院时间（9.54±0.43）天。

对照组 130 例常规管理患者中男 65 例，女 65 例，年

龄在 22 岁～81 岁、平均年龄（48.58±4.44）岁，住院

时间在 7 天～11 天、平均住院时间（9.51±0.45）天。

两组患者男女比例、平均年龄以及平均住院时间一般

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病例选择标准 
纳入标准：（1）患者均由我院内科收治入院且结

合各项检查结果确诊，患者需住院接受专科治疗，平

均住院时间均≥7 天。（2）本次研究符合医学伦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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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时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 
排除标准：（1）排除近六个月非首次入内科接受

系统治疗的患者。（2）排除难以正常言语沟通交流患

者。（3）排除合并精神疾病、心理疾病患者。 
1.3 方法 
（1）对照组（常规管理）：护理人员结合内科床

位闲置情况，为患者安排床位，并遵循医嘱为患者开

展临床给药及相关护理措施，此外，持续监督患者病

情。 
（2）实验组（柔性管理）： 
①病房安排，护理人员在为患者安排床位的同时

应考虑到患者个体需求，尽量将罹患同一种疾病的患

者安排在同一个病房，此外，了解患者睡眠质量，避

免将睡眠质量较好的患者与睡眠质量较差的患者安排

在同一病房。 
②健康教育，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鼓励患者阐述自身观点与看法，对患者疾病随意臆断，

给予科学引导，并结合既往积极配合临床治疗后病情

得到有效控制案例，消除患者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③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在遵循医嘱落实临床给药

以及相关护理措施的过程中，护理应中重视床边交接

班，对于由家属陪伴的患者，护理人员向患者家属科

普患者疾病基础知识，并指导患者家属落实临床陪护

工作。对于无家属陪伴的患者，护理人员应加强巡视，

若患者出现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护理人员通过给

予患者言语安慰或握紧患者双手等形式，增强患者战

神疾病的信心。此外，护理人员在为患者落实查体、

导尿、灌肠等护理操作前，护理人员应向先患者介绍

护理操作流程，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具体

操作，同时借助床帘或屏风对患者隐私部位进行遮挡。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护理依从性以

及患者对护理管理满意率，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1-49 分焦虑/抑郁患病可能性不断

提升，50-80 分焦虑/抑郁严重程度不断加重。Frankl
依从量表结合受检者反映评估其依从性，受检者拒绝 1
分，受检者不合作 2 分，受检者被动接受且表情淡漠 3
分，受检者主动合作且享受 4 分。患者出院时请其对

护理管理满意度由 0-10 分进行评分，0 分十分不满意，

1-3 分不满意，4-6 分基本满意，7-10 分满意，满意度

=[（满意 n+基本满意 n）/总例数 n] × 100.00%。 
1.5 统计学处理 
SPSS21.0 版本软件处理结果中相关数据，“（x

±s）”用“t”验证，“（%）”用“χ2”验证，P＜
0.05 表示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 SAS量表得分以及SDS量表得

分均低于对照组，见表 1。 
2.2 护理依从性 
实验组 Frankl 依从量表 4 分百分率高于对照组，

见表 2。 
2.3 满意度 
实验组患者对护理管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见表 3。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x±s、n] 

例别 n 
SAS 量表（分） 

t 值 P 值 
SDS 量表（分） 

t 值 P 值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130 54.16±3.11 22.18±1.22 27.365 ＜0.05 56.12±3.15 24.18±1.35 24.238 ＜0.05 

对照组 130 54.19±3.14 36.21±1.25 29.232 ＜0.05 56.15±3.12 38.18±1.32 21.863 ＜0.05 

t 值  1.5491 27.831 - - 0.542 24.831 - - 

P 值  >0.05 ＜0.05 - - >0.05 ＜0.05 - -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n/%] 

组别 n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实验组 130 1.53（2/130） 9.23（12/130） 24.62（32/130） 64.62（84/130） 

对照组 130 3.85（5/130） 29.23（38/130） 30.77（40/130） 36.15（47/130） 

χ2值     5.615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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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对护理管理满意度[n/%]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十分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130 60 50 19 1 84.62（110/130） 

对照组 130 45 40 35 10 65.38（85/130） 

χ2值      5.683 

P 值      ＜0.05 

 
3 讨论 
内科护理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常规管理中护理人

员遵照医嘱，落实相关护理干预措施，该护理管理模

式中，护理人员相关护理操作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其命令式管理方式可进一步增加患者负面心理，

甚至可激起患者的逆反心理，增加护理难度的同时可

降低护理效率[4]。柔性管理基于患心理以及行为规律基

础上，通过采取非强制性管理方式，将组织意识转变

为自觉行为，对于内科收治的患者，柔性管理中护理

人员从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安排病房，勿机械性按

照患者入院就诊顺序为患者安排床位，在床位安排的

过程中考虑到个体差异以及不同患者的实际需求[5]。此

外，柔性管理中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

对自身疾病基础知识认知的同时，依据患者认知水平，

向患者科普相关疾病知识，纠正患者错误认知，消除

或减轻患者负面情绪[6]。内科护理服务柔性管理中，护

理人员将患者视为接受医疗卫生护理干预的主体，在

遵循医嘱落实相关护理干预措施前，与患者进行沟通，

防止常规护理中护理人员采取命令式沟通护理方式，

加重患者内科治疗期间心理受到的影响，对于由家人

陪伴的患者，护理人员协同患者家属优化病情监护，

对于无家人陪伴的患者，护理人员通过强化监督以及

心理护理，使患者在治疗中内心可获得归属感[7]，此外，

在开展相关护理干预措施的过程中注意保护患者隐

私。 
郭瑞芳[8]临床研究显示实施柔性管理的患者对护

理干预满意率为 97.4％，高于行常规护理对照组护理

满意度 84.6％，其研究结果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此

外，实验组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优于对照组，该组患

者对护理依从性高。 
综上所述，内科护理管理中柔性管理可显著改善

患者心理状态，提升患者对相关护理干预的依从性，

满足患者需求，拉进护患之间的距离，该护理模式有

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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