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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在急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黄菊叶，田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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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在急诊护理管理的过程中将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进行运用的价值。方法 遵照对

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共计选入患者 78 例，开展时间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5 月，按照双盲法分

组的形式划分为 2 组，对照组 39 例，进行常规急诊护理管理。观察组 39 例，则遵循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

式进行管理。分析急诊护理管理效果间差异。结果 结合对两组药物运用时间、急诊停留时间、静脉通道建

立时间、总抢救用时对比，观察组各用时都短于对照组，P<0.05。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 在进行急诊护理管理的过程中按照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开展对应的管理工作，可

以有效提升急诊救治工作综合效率，并增加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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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optimizing nursing group management mode in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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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optimizing nursing group management mode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comparative nursing observation, a 
total of 78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February 2021 to May 2022. According to the double-blind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39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received routine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n = 39) followed the optimized nursing group management mod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effect.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comparison of drug use time, emergency 
stay time, venous channel establishment time and total rescue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carrying out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work according to the optimization of 
nursing group management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increas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Keywords】optimizing nursing group management mode;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急诊科属于医院最为重要的科室，所接诊的患

者病发多较为突然且多数患者病症较为严重。在对

该部分患者进行抢救的过程中，为促使患者病症可

以迅速稳定，需确保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对患者进行

针对性救治。因此缩短各个急救救治环节的时间对

于提升急救效率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2]。结合急

诊科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日常接诊数量的持续增

加，为确保各环节救治工作可以更为有效的开展，

同样需要做好急救护理管理的优化工作[3-4]。按照优

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进行急诊护理管理逐步在我院

急诊科进行运用，且整体反馈效果较好。本次探究

就侧重对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的具体运用价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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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遵照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共计选入

患者 78 例，开展时间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5 月，

按照双盲法分组的形式划分为 2 组，对照组 39 例，

进行常规急诊护理管理。观察组 39 例，则遵循优化

护理分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在患者构成方面，对

照组男性 20 例，女性 19 例，年龄分布在 32—68 岁

间，均值为（42.12±1.28）。观察组男性 21 例，女

性 18 例，年龄分布在 31—69 岁间，均值为（43.01
±1.75）。对比基本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急诊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对应急诊

护理管理工作都按照常规形式进行开展。在患者到

达医院后，急救护理人员需严格按照急诊救治流程

开展对应护理工作，第一时间对患者各方面情况进

行评估，了解患者病症严重程度，并协助急救医师

开展对应的救治配合操作等，密切关注患者心率、

血压等方面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在对观察组进行

急诊护理管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优化护理分组管理

模式进行运用，干预措施如下： 
（1）对护理小组进行组建。选择一名具备有 5

年以上急诊护理工作经验人员作为小组组长，再纳

入 1 名轮转护士以及 3 名低年资护士，2 名护理经

验在 2 年以上的护士，由此组成护理小组。且进行

后续护理干预前，需通过集中培训的方式，耐心为

小组成员讲解该方面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促使其能

够在后续护理的过程中秉承更为专业的责任心开展

对应的护理工作。 
（2）对护理职责进行明确。在日常急诊护理的

过程中，护理小组组长需要结合急诊科日常的接诊

情况，以及抢救流程，护理人员的专业护理能力等，

对护理岗位进行细分，确保小组成员准确了解自身

的护理任务。且需要定期组织小组护理人员进行集

中培训，促使其能够更好掌握各方面急救护理技巧。

且在抢救过程中，准确、高效的开展对应的护理工

作，并促使小组护理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以及应变

能力可以得到提升。 
（3）对抢救流程进行优化。在对患者进行急救

护理的过程中，护理小组组长需要发挥对应的指挥

作用，在病床旁指导以及监督小组其他护理人员护

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准确且高效完成对患者心电监

护、心脏复苏以及静脉通道建立，基本生命体征监

测等工作。 
（4）定期护理评估。以周为单位针对护理小组

日常急诊救治护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分析

日常护理过程中潜在的待完善或者提升之处，并促

使及时制定改进措施，针对急诊护理工作各环节质

量全面进行提升。同时可以指导护理小组成员之间

进行相互讨论，分析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是否存在有

更好的护理配合方式，可以达到对急诊护理工作质

量效率进行提升的目的。以此可以进一步保障该方

面护理工作的综合质量，更可以达到对小组成员之

间配合能力进行提升的目的，确保可以在后续护理

中更好的开展对应护理工作。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者在急诊治疗过程中药

物运用时间、急诊停留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

总抢救用时进行统计，同时需分析两组患者在救治

期间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对比护理中的对应数据都遵照 SPSS20.0

进行处理，遵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卡方

检测，计量数据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t 检测，

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药物运用时间、急诊停留时间、静脉

通道建立时间、总抢救用时对比 
结合对两组患者在急救过程中药物运用时间、

急诊停留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总抢救用时进

行统计，观察组均短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结合对两组患者在急救期间对该方面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观察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详见下表 2。 

3 讨论 
急诊所接诊患者病症多较为严重且多数病发较

为突然，病症发展速度快，对患者健康乃至生命安

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均较大。在对该部分患者进行

治疗的过程中更需要确保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为患者

提供针对性治疗，稳定患者病情，帮助患者迅速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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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生命危险[5-6]。在实际救治的过程中，为充分保障

各方面救治工作的有效性，更需要做好对应的护理

配合工作。急诊护理属于急诊医疗体系过程中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有效的急诊护理工作，可以

进一步提升急诊救治工作的有效性，达到缩短各环

节急救用时的目的[7-8]。 

表 1 两组药物运用时间、急诊停留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总抢救用时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药物运用时间/s 急诊停留时间/min 静脉通道建立时间/s 总抢救用时/min 

观察组 39 90.52±2.14 46.86±2.11 80.45±2.01 26.85±2.04 

对照组 39 118.55±2.74 70.42±2.34 134.52±2.17 45.78±2.17 

t - 13.014 11.455 13.425 13.725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9 20（51.28） 17（43.59） 2（5.13） 37（94.87） 

对照组 39 16（41.03） 15（38.46） 8（20.51） 31（79.49） 

χ2 - 4.252 3.528 13.052 13.052 

P - 0.013 0.035 0.001 0.001 

 
在常规急诊护理管理的基础上将优化护理分组

管理模式进行运用，通过对专业急诊护理小组进行

组建，并对小组内各个护理人员的护理职责进行分

工，可以确保在为急救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更

加高效且有序的开展对应护理操作，避免出现护理

内容重叠或者护理流程混乱的情况，针对急救护理

工作的综合效率进行提升。且通过定期评估，可以

及时发现急救护理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潜在的问题或

者待完善之处，并及时制定针对性的完善方案，可

以达到持续提升急救护理工作质量的目的[9-10]。在本

次研究中，在为观察组患者提供急诊护理时则按照

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开展对应的护理工作，结合

评估可以发现，在该护理方案的作用下，可以有效

缩短各急救环节的护理用时，促使患者可以在较短

时间内得到针对的救治以及护理操作，对于保障急

诊医疗工作的综合效率存在有重要意义。 
综合本次探究，在对急诊患者进行护理管理的

过程中可以按照优化护理分组管理模式开展对应的

护理工作，保障该方面护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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