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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管理模式在肾脏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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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肾脏内科应用 6S 护理管理的效果。方法 文章研究人员选取时间 2021 年 5 月到 20
22 年 6 月，研究患者均选自我院肾脏内科，共 60 人，将其随机分成实施 6S 管理模式的研究组、实施常规

内科管理模式的对照组，每组 30 人，比对组间管理效果。结果 管理前患者自我和谐量表分值差异小，管

理后研究组患者自我刻板性、灵活性以及不和谐性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 值＜0.05；两组患者未进行 6S 管

理前，整体依从性较差，管理后研究组病人遵医嘱行为评分更高，P 值＜0.05；研究组护理质量单项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P 值＜0.05。结论 肾脏内科护理工作具有一定特殊性，实施 6S 管理模式后，病人治疗依从

性明显提高，自我管控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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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6S nursing management in nephrology. Methods 
from May 2021 to June 2022, the researchers selected 60 pati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of our hos- 
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with 6S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conventional internal medicine management mode, with 30 people in each group. The management result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self consistency, flexibility and disharmon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he 6S management, the overall complianc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poor. After the management, the behavior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P<0.05); The single score of nursing qualit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nursing work of kidney internal medicine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6S management mod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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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作为人体重要代谢器官，可以生成尿液，

清除人体中无用的代谢产物和毒物，维持机体水、

电解质平衡，保证新陈代谢的进行[1]。近些年受外

界环境因素和人们生活习惯影响，肾脏疾病频发，

临床肾脏内科住院患者数量增多[2]。肾脏疾病具有

不可逆性，后期只能通过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进行

治疗。治疗过程中受病情影响，患者依从性较差，

直接干扰整体疗效。以往临床实践表明，有效的护

理手段可以调节患者治疗状态，提高其认知水平，

帮助患者转归[3-4]。6S 理念最早应用在现代企业管理

领域，通过整理、整顿、清扫、素养以及安全等 6
个环节激发员工工作热情，进而提高工作效率[5]。

近些年逐渐应用在临床护理学领域，文章为探究肾

脏内科应用 6S 护理管理的效果，现选取院内肾病患

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将研究过程和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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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 2021 年 5 月到 2022 年 6 月，研究患

者均选自我院肾脏内科，共 60 人，将其随机分成研

究组、对照组，每组 30 人，组间患者基线资料如下：

对照组:年龄范围：43-78 平均值（岁）：（54.41±
6.26），病程范围：0.9-4 平均值（年）：（2.02±
0.61），性别比例：（男/女）：17/13；研究组：年

龄范围：42-76 平均值（岁）（53.72±6.31），病程

范围：0.8-4 平均值（年）：（1.92±0.67），性别

比例：（男/女）：18/12，对比两组资料可得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管理，在患者住院治疗

期间实施基础的生活护理和健康指导。 
研究组：给予 6S 管理模式，具体如下： 
（1）健康宣教：科室在护士长带领下成立管理

小组，对科室全体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培训，确保所

有人员都熟练掌握 6S 管理理念和实施流程。同时，

也应做好肾脏内科基础疾病的护理培训，根据患者

病情进展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2）具体实施： 
①整理：规范整理科室存放的物品、药品和器

械，详细标明不同药品的计量和效期，在无菌储存

柜上方贴好标识，科室指派固定的护理人员进行每

日药品效期和质量检测，如发现质量问题或药品过

期要及时处理，并填好药品管理记录单，及时上报

护士长；药品摆放应遵循左进右出原则，规范科室

药品使用顺序。 
②整顿：科室内物品摆放应根据日常使用频率

进行调整，使用率最高的应放置在储藏柜最外侧，

方便护理人员拿取，减少时间浪费，定期检查治疗

室、库房以及其他各区域的物品摆放情况，明确标

识管理；针对科室常用的重点仪器，应定期指派专

人进行仪器性能检测，标明检测时间和检测人姓名，

确保机器出现问题可以及时得到检修，不影响日常

急诊急救工作；针对普通生活用品，分类整理后定

位保存即可。 
③清扫：将病区的清扫工作指派给固定的责任

护士，坚持责任制整体护理原则，晨交班前床单元

清扫工作由责任护士完成，日间工作过程中，发现

污染及时清洁，保证治疗室及病区的清洁卫生，其

次，还需做好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避

免发生院内感染。 
④清洁：科室内的医疗器械需要在使用前后彻

底清洁、消毒，同时，要求责任护士做好患者本人

及家属的健康宣教，指导患者做好自我清洁，必要

时，护理人员可提供援助，鼓励患者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⑤素养：护理人员的素养可以体现出其综合能

力，也是科室护理质量的保障。因此，需要院内积

极开展护理培训工作，邀请院内肾脏内科专家进行

知识宣讲，讲解内容包括肾脏疾病发病原因、治疗

方式和护理要点，提高护理人员的认知水平，通过

月末考核强化培训效果；注重医德素养培训，让基

层护理人员充分认识到素养建设的重要意义。 
⑥安全：肾脏疾病终末期需要进行透析治疗，

细小的护理差错也可能引发并发症，影响患者的治

疗安全，因此，需要做好患者的安全护理，入院时

评估患者护理风险等级，以此为依据实施更具针对

性的护理措施。 
1.3 观察指标 
（1）利用 SCCS（自我和谐）量表评定病人的

自我灵活性，量表共涉及三个评价项目。 
（2）利用肾脏内科自制的行为量表评估病人的

遵医行为能力和护理质量，评估行为包括遵医嘱用

药、情绪管控和定时运动等三项行为；评价项目包

括病区环境、仪器保养、疾病宣讲、感染控制、急

诊急救、文书书写以及护理安全。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

检验和 T 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

代表 2 组患者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自我和谐得分 
管理前患者自我和谐量表分值差异小，管理后

研究组患者自我刻板性、灵活性以及不和谐性得分

均低于对照组，P 值＜0.05，见表 1。 
2.2 比对两组病人依从性得分 
管理前，研究组患者遵医嘱用药得分（56.18±

5.75）分、情绪管控（51.20±5.29）分、定时运动

（53.28±4.29）分，对照组分别为（55.67±5.71）
分、（50.36±5.25）分、（53.17±5.26）分，t=0.3447，
0.6173，0.0888，p=0.7316，0.5394，0.9296，P 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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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5；管理后，研究组遵医嘱用药得分（89.25±
7.61）分、情绪管控（90.28±6.57）分、定时运动

（88.25±6.71）分，对照组分别为（80.62±5.45）
分、（82.54±5.85）分、（78.65±6.28）分，t=5.0499、

4.8191、5.7214，p=0.0000、0.0000、0.0000，两组

患者未进行 6S 管理前，整体依从性较差，管理后研

究组病人遵医嘱行为评分更高，P 值小于 0.05，存

在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自我和谐得分对比（ sx ± ，分） 

时间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干预前 

自我刻板性 21.52±2.36 21.54±2.41 0.0325 0.9742 

自我灵活性 28.52±3.35 28.21±3.25 0.3638 0.7173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50.69±5.26 50.81±5.26 0.0884 0.9299 

干预后 

自我刻板性 14.62±1.53 16.93±1.60 5.7152 0.0000 

自我灵活性 32.59±3.46 36.23±3.87 3.8406 0.0003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41.48±4.36 45.39±4.72 3.3329 0.0015 

 
2.3 比对两组护理质量 
本研究中涉及到的护理质量评价项目包括病区

环境、仪器保养、疾病宣讲活动策划、感染控制、

急诊急救、文书书写以及护理安全。其中，研究组

各项评分（95.25±6.51）、（96.45±7.28）、（94.51
±6.84）、（95.25±5.54）、（96.52±6.61）、（95.62
±6.51）、（94.52±7.31）；对照组（83.25±6.54）、

（85.51±6.84）、（84.51±6.52）、（82.51±5.81）、

（81.54±6.51）、（83.54±6.54）、（82.62±6.51），

t=7.1227、5.9986、5.7962、8.6921、8.8438、7.1702、
6.6587，p=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研究组护理质量单项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P 值＜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目前，慢性肾脏疾病已经成为继糖尿病、高血

压之后又一威胁中老年群体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
[6]。伴随病程的发展，慢性肾脏病可演变为尿毒症，

即终末期肾衰竭。此时，开展常规药物治疗效果甚

微，只能通过透析治疗进行干预，尽可能延缓病变

速度，延长患者生存期限[7-8]。在这一过程中患者身

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家庭承担着高额的治疗费用，

患者身心压力较大，治疗依从性普遍不高[9]。研究

中积极实施 6S 管理模式，结果显示，管理前患者自

我和谐量表分值差异小，管理后研究组患者自我刻

板性、灵活性以及不和谐性得分均低于对照组；两

组患者未进行 6S 管理前，整体依从性较差，管理后

研究组病人遵医嘱行为评分更高；研究组护理质量

单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0.05。以上结果说

明通过 6S 管理可以全面提升科室护理质量，为肾病

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护理服务[10]。 
综上所述，肾脏内科护理工作具有一定特殊性，

实施 6S 管理模式后，病人治疗依从性明显提高，自

我管控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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