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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管理模式应用于急诊护理管理效果研究 

赵英侠，权红静，王 红，郭春玲* 

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徐州 

【摘要】 目的 探究团队管理模式应用于急诊护理的管理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择本院 2021.01~2021.12
期间工作的急诊科护理人员，共计 40 名。以工作时间线不同分出常规组（2021.01~2021.06）、实验组

（2021.07~2021.12），均为同一急诊科护理工作团队人员。常规组予以常规管理模式、实验组予以团队管理模式，

为比较护理管理内容差异化，统计两组护理管理评分、护理服务合格率、护士满意度。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

组护理管理评分更高，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护理服务合格率、护士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急诊护

理管理中应用团队管理模式可提升护理工作质量，保证急诊护理管理工作有序性，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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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team management model in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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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team management mode applied to emergency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40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who worked in our hospital from 2021.01 to 2021.1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 routine group (2021.01-2021.06)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021.07-2021.12)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working time lines, all of whom were members of the sam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ing 
team. The routine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the team 
management mod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ursing management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ursing service qualification rate and nurse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eam management mode in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and ensure the orderliness of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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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尤其医疗行业的资源有限，而社会需求量较大，医疗

行业发展过程中为努力提升自我竞争力，医疗机构除

了努力拓展经济外还应致力于加强医疗技术、管理水

平，支撑医疗机构运转。综合提升医院的实力保证在

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砥砺前行，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和工

作人员都应重视起护理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院内各

个科室的管理规则，努力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以

及建立职业责任心，由此持续提高医院综合实力[1-2]。

其中，急诊科作为医疗机构的重要科室之一，需合理

运用团队管理模式，契合急诊工作缩短挽救患者生命

的时间，让医疗团队更优秀。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团队

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分析，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本院 2021.01——2021.12 选择急诊科护理工作

人员共计 40 名，按照工作时间线不同分出常规组、实

验组，急诊科护理工作团队人员相同。统计研究开展

中，相关工作人员均为就职状态。 
所有对象中男性 10 例、女性 30 例；年龄范围 21-44

岁、平均年龄（28.77±3.6）岁。职称情况：主管护师

10 例、护师 13 例、护士 1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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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常规组：急诊科的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需要严

格按照科室的工作制度给予患者相应服务，科室管理

制度也应随着护理理念进步而调整，日常科室内工作

责任和内容由护士长分配。 
实验组：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护

士长为工作人员安排任务时全面贯彻此原则，努力提

升工作人员素质的同时帮助其调整心理状态，营造和

谐的工作环境。同时在科室中建立分级管理模式，确

保所有护理人员均可对其服务范围内患者进行科学管

理和指导。同时在护理工作过程中，护理文件的撰写、

护理管理服务内容等都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定进行，

充分激发护理人员的潜能，提高我院护理服务水平。

急诊工作中，不同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相关人员，

在服务与提供护理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差异性，而为了

消除差异影响，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全面贯彻“以人为

本”服务理念。让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主动关心病

人，管理部门可以积极的关心护理人员的业务开展情

况，认真分析工作人员的心理特点，方便提前预警管

理问题的发生且将所遇难题能及时加以解决，如此可

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于生活困难的部分员工，

医院应给予必要的帮助，如此方便营造良好的工作状

态和工作氛围，在面对急诊工作时也能于统一目标指

导下，让工作人员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科室整体护理

目标相结合，实现急诊护理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和调

度。第二，分区管理。急诊护理管理过程中，护士之

间应互帮互助，不同区域展开分区管理，不同护士的

工作责任最好精细落实到单床，管理以尊重护士为主。

急诊室从空间角度分为三区，从病情轻重角度分为四

级，开展分区护理管理服务，确保急诊工作的高效安

全及急诊资源的合理利用。分区护士遇到工作困难应

互相帮助，促使急诊护理工作有效进行。第三，确定

团队管理目标，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团队管理过程中，

应按照急诊科管理理念强化科室建设、员工团结性，

每天管理人员需和护士建立沟通，围绕急诊科内每天

的重点工作进行沟通交流、分析，合理调整管理目标。

护士均可提出合理的管理工作意见，不仅能使管理决

策更民主化，且能提高护理人员归属感，更好融入到

急诊科工作中。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依靠护理

管理制度准则才能确保所有护理工作的落实安全可

靠。确立急诊科完善的管理制度，以此来约束和规范

护理工作人员的行为，让其仔细学习相关规章制度，

在服务患者和处理各种问题过程中能合理运用，尽可

能减少临床纠纷事件的发生。制度的完善同样有利于

急诊相关工作的流程简化，从而维护护理工作落实的

公正性、科学性、有效性。第四，提供发展空间，充

分挖掘每个团队成员的潜能和优势，鼓励护士不断提

高整体素质，加强相互学习和沟通。在实际工作过程

中，倾向选择分层管理原则分布工作任务。护理组长

应具备熟练的专业技能，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职称至少应为护士。在该科的实际工作

中，该科将按照一定的细则进行详细划分，使每项具

体工作在每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管理评分、护理服务合格率、护士

满意度。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管理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护理管理评分更高，P＜0.05。 

表 1 两组护理管理评分对比（ x s± ，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一级护理 二级护理 

常规组 40 82.15±4.05 82.91±3.62 80.15±2.09 

实验组 40 96.11±2.34 95.34±3.55 94.77±3.80 

T  18.876 15.505 21.321 

P  ＜0.05 

 
2.2 护理服务合格率 
常规组（40 例）：护理精准 31 例、合格率 77.50%；

文书合格 36 例、合格率 90.00%；纠纷避免 28 例、合

格率 70.00%。实验组（40 例）：护理精准 39 例、合

格率 97.50%；文书合格 40 例、合格率 100%；纠纷避

免 37 例、合格率 92.50%。可见实验组护理服务合格

率更高，对比差值 χ2=7.314、4.210、6.646，有差异 P
＜0.05。 

2.3 护士满意度 
常规组（40 例）：满意 15 例、较满意 18 例、不

满意 7 例，总满意度 82.50%。实验组（40 例）：满意

18 例、较满意 21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 97.50%。

可见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对比 χ2=5.000，P＜0.05。 
3 讨论 
急诊科作为医疗机构中特殊科室，收治的病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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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病情危重且转危快速、发病急、治疗难度高、护理

风险大，要保证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要提高辅

助护理技术，还应保证管理质量，使医院急诊科护理

管理服务高效地支撑其平稳运行。而思考如何在急诊

护理管理中融合更优质的管理理念是目前专业医护人

员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管理上采取合适措施，提高每

位在职护理人员的工作素质，可为急诊科救治工作提

供保障[3-4]。在科室推行团队管理模式后，充分考虑了

工作人员的能力和工作性质的不同，要建立一个团队

管理标准，在管理上带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

其提出合理的建议以解决护理管理问题为方向挑选、

采纳。既可以提高护士参与性，还可提升其岗位归属

感，明确自身合理化意见可以参与组织决定有利于团

队凝集力、组织生产力的提高。有医学资料表示，急

诊护理管理中团队管理模式的应用，的确可有效建立

相应高效管理机制，引导正确的团队发展目标促使其

生成岗位责任意识[5-6]。预警护理管理风险问题，加强

个人能力的培养，使其具备良好的应急响应能力、组

织管理能力，更加扎实地掌握护理基础知识和优化服

务，更好地为急诊患者提供服务，使工作不同环节有

序落实，确保急诊科工作人员综合急救能力得到提升。

实施分层管理可以为每个团队领导提供一个更好的发

展平台，从而有效地增强团队的责任感和自我认同感，

进而驱动整个团队的效率，创造良好积极的工作学习

氛围[7-8]。另外，在急诊科的护理管理中引入团队管理

模式，进一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合力，因为急诊

科中收诊的病人多为急症病人和危重病人，所有护理

工作的实施均需要依靠其疾病类型判断，从病理角度

上满足患者的康复需求，因而护理工作时间具有明显

不确定性，而团队管理模式则可以辅助护理工作人员

有效、及时改变急救策略、护理方案，所有工作全部

基于每位护理人员的相互配合，工作内容互为支撑、

衔接良好，故而此管理模式对急诊科而言是帮助护理

工作实现合作、协调的重要条件，为医院的未来良好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9-11]。 
结果可见，实验组护理管理评分高于常规组，P＜

0.05。实验组护理服务合格率、护士满意度高于常规组，

P＜0.05。 
综上所述，团队管理模式应用于急诊护理管理中

能调动护理人员服务积极性，保证护理工作质量，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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