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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神经内科护理人力分层配置与工作现状进行研究。方法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地区 4 家

三甲医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员 155 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护理人员分层配置与工作现状进行记录和分析。

结果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所选神经内科护患比、床护比较低，不符合当前规定。护理人力配置时间分配

中存在一些不足，护理人力多集中在早班及午班，夜班人数较少。护理人员学历及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

距，但是工作内容之间基本雷同，并不能有效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一线护理人员表现出学历低、职

称低、工资低等显著特征。结论 在实际工作中，医院应充分认识到神经内科护理人力分层配置中存在的问

题，明确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不断护理护理人力分层配置工作进行调整，提高护理人力分配水平，调动护理

人员工作积极性，以此促进神经内科护理工作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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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and working status of nursing manpower in 
neur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In this experiment, a total of 155 nurses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of 4 tertiary 
hospitals in this area were selected, and the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and working status of nurse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selected neurology 
department had a lower nurse-patient ratio and bed nurses, which did not meet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time allocation of nursing manpower. Nursing manpower is mostly concentrated in 
morning shifts and midday shifts, with fewer night shifts.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but the work content is basically the same, 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nursing staff. Front-line nursing staff showed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w education, low 
professional title, and low salary. Conclusion: In actual work, the hospital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problems in 
the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of nursing manpower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clarify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work, and continuously adjust the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of nursing manpow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nursing 
manpower allocation and mobilize nursing Staff work enthusiasm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neurology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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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护理人力资源利用水平，激发护理人员工作热情，

促使护理人员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护理工作中来，进

而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近几年，我国

人力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且独生子女家庭数量

较多，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我国部分医院护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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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配置情况并不理想，对神经内科护理工作的开

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地

区 4 家三甲医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员 155 名，意在对

神经内科护理人力分层配置与工作现状进行研究，

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地区 4 家三甲医院神经内

科护理人员 155 名，所选护理人员完全知晓本次实

验，而且本次实验坚持自愿原则。所选护理人员中

男性共计 1 名，其余均为女性患者。护理人员年龄

均值为（29.4±5.5）岁，年龄下至 22 岁，上至 36
岁，工作时间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14 年，其中以已

婚护理人员 102 名，未婚护理人员 53 名，编制内与

编制外护理人员比例为 74:81，所选护理人员中本科

及以上学历、大专学历及中专学历人数分别为 34
人、76 人及 45 人，主管护师、护师、护士人数比

为 28:51:76。 
1.2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护理人员分层配置与工

作现状进行记录和分析。调查问卷应包括护理人员

常规信息、分层情况、配置情况及工作开展情况等

多个方面，确保调查问卷的全面性和可靠性，以此

保证本次实验结果的准确性[1]。在实际工作中，研

究人员应要求护理人员在半小时内独立完成调查问

卷，并对回收调查问卷进行细致的审查，确保调查

问卷符合本次实验的要求。本次实验应组织至少 3
名以上经验丰富的护理管理领域专家开展本次实

验，并要求专家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当实验

存在争议时，应组织二次调查，并对两次为问卷调

查结果进行对比研究，最终得出统一结论[2]。 
1.3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21.0 工具完成数据处理，（x±s）为

计量资料、计数资料为（n），（P＜0.05）表示数

据间统计学意义显著[3]。 
2 结果 
2.1 神经内科护理人员配置情况 
本次实验所选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员 155 名中采

取分层岗位管理的人数共计 94 名，占总人数的

60.65%，神经内科床位数为 455 张，护理人员与床

位比为 0.34:1，并不能满足当前标准。早班及午班

人数分别为（4.6±2.6）人及（14.6±8.2）人，夜班

人数为（15.7±7.5）人。 
2.2 不同学历护理人员工作频次 
将本科及以上学历、大专学历及中专学历护理

人员分为甲组、乙组及丙组，对三组护理人员各个

项目实施频次进行记录和对比，分析学历对护理工

作项目实施频次的影响[3]。研究结果显示，三组护

理人员在护理技术操作及翻身活动方面有着一些区

别，数据统计学意义凸显（p＜0.05）；护理人员参

与患者翻身活动的频次会随着护理人员的学历提升

不断下降。三组护理人员参与间接护理项目的频次

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4]。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不同学历护理人员工作频次 

项目 甲组 乙组 丙组 F P 

直接护理      

护理评估 4.5±1.0 4.6±0.7 4.5±0.8 0.853 p＞0.05 

病情观察 4.4±0.9 4.5±0.6 4.5±0.5 2.614 p＞0.05 

健康教育 4.4±0.8 4.5±0.7 4.6±0.5 1.623 p＞0.05 

药物治疗 4.4±1.2 4.4±0.7 4.7±0.4 2.325 p＞0.05 

标本采集 4.0±1.3 4.1±0.8 4.1±1.8 0.356 p＞0.05 

监护抢救 3.7±1.3 3.8±1.1 3.8±1.1 0.425 p＞0.05 

清洁卫生 3.8±1.1 4.1±0.7 3.7±0.8 2.751 p＞0.05 

进食及排泄 4.1±1.1 4.3±0.8 4.2±0.8 2.114 p＞0.05 

活动翻身 4.2±1.1 4.6±0.7 4.7±0.6 4.052 p＜0.05 

陪送检查 3.7±1.2 3.5±1.2 3.6±1.3 0.034 p＞0.05 

护理技术操作 4.1±1.1 4.4±0.7 4.2±0.6 4.017 p＜0.05 

间接护理      

护理记录 4.3±1.2 4.4±0.9 4.6±0.6 1.637 p＞0.05 

临床带教 3.6±1.3 3.7±1.2 3.4±1.4 0.821 p＞0.05 

办公护士 3.8±1.2 3.9±1.0 3.8±1.2 0.817 p＞0.05 

护理管理 3.6±1.2 3.9±1.1 3.7±1.3 2.031 p＞0.05 

药物准备 4.1±1.2 4.3±0.9 4.3±0.8 1.052 p＞0.05 

消毒工作 4.0±1.3 4.2±0.9 4.3±0.9 1.563 p＞0.05 

护理科研 3.2±1.4 2.9±1.6 2.6±1.7 2.084 p＞0.05 

2.3 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工作频次 
将主管护师、护师及护士分为 A 组、B 组及 C

组，所选护理人员直接护理项目工作频次之间差异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科研、护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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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临床带教、护理记录等方面有着一些区别，统

计学意义凸显（p＜0.05）[5]。具体内容见表 2。 

表 2 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工作频次 

项目 A 组 B 组 C 组 F P 

直接护理      

护理评估 4.5±1.0 4.6±0.7 4.5±0.8 0.862 p＞0.05 

病情观察 4.4±1.1 4.6±0.6 4.7±0.6 2.618 p＞0.05 

健康教育 4.5±1.0 4.5±0.7 4.6±0.5 1.532 p＞0.05 

药物治疗 4.4±1.2 4.6±0.7 4.7±0.6 2.182 p＞0.05 

标本采集 4.0±1.3 4.2±1.0 4.1±1.5 0.256 p＞0.05 

监护抢救 3.7±1.3 3.8±1.1 3.8±1.1 0.432 p＞0.05 

清洁卫生 3.8±1.1 4.1±0.9 3.9±1.0 2.635 p＞0.05 

进食及排泄 4.1±1.1 4.3±0.8 4.3±0.8 1.182 p＞0.05 

活动翻身 4.3±1.1 4.6±0.7 4.7±0.6 4.083 p＞0.05 

陪送检查 3.7±1.3 3.7±1.2 3.6±1.3 0.063 p＞0.05 

护理技术操作 4.1±1.1 4.4±0.7 4.4±0.6 4.032 p＞0.05 

间接护理      

护理记录 4.4±0.9 4.4±0.8 4.1±1.0 4.621 p＜0.05 

临床带教 4.1±1.1 3.9±1.1 3.3±1.3 13.292 p＜0.05 

办公护士 4.0±0.9 4.0±1.0 3.8±1.2 2.462 p＞0.05 

护理管理 4.2±0.9 4.0±1.1 3.6±1.2 7.288 p＜0.05 

药物准备 4.3±0.9 4.3±1.0 4.2±1.0 0.679 p＞0.05 

消毒工作 4.0±1.0 4.2±1.0 4.1±1.0 0.824 p＞0.05 

护理科研 3.8±1.5 3.0±1.6 2.7±1.6 5.267 p＜0.05 

3 讨论 
现阶段，我国部分医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力配置

水平较低，不能充分体现出护理人员的层级，对护

理人员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着护理人员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神经内科

护理工作水平的提升。本次实验共计抽取本地区 4
家三甲医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员 155 名，意在对神经

内科护理人力分层配置与工作现状进行研究[6]。研

究结果显示，本次实验所选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员 155
名中采取分层岗位管理的人数共计 94 名，占总人数

的 60.65%，神经内科床位数为 455 张，护理人员与

床位比为 0.34:1，并不能满足当前标准。早班及午

班人数分别为（4.6±2.6）人及（14.6±8.2）人，夜

班人数为（15.7±7.5）人；三组护理人员在护理技

术操作及翻身活动方面有着一些区别，数据统计学

意义凸显（p＜0.05）；护理人员参与患者翻身活动

的频次会随着护理人员的学历提升不断下降。三组

护理人员参与间接护理项目的频次之间并没有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选护

理人员直接护理项目工作频次之间差异不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科研、护理管理、临床带

教、护理记录等方面有着一些区别，统计学意义凸

显（p＜0.05）。 
本次实验表明，神经内科护理人力分层配置中

仍旧存在较多的不足，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采

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应对，以此提高护理人才分层配

置工作水平的大幅提升，为神经内科护理水平的提

升打下坚实的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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