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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管理在护理管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王 茂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中心卫生院  重庆 

【摘要】目的 探讨在医院临床护理管理过程中，应用人本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在我院

就诊的患者临床资料，将其作为本次试验的研究对象，按照护理管理方式差异，将其分为人数均等的两组进行对

比，分别标记为对照组（常规管理）、研究组（人本管理），统计对比其临床应用效果差异。结果 （1）在护理

质量方面，研究组患者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显著（p＜0.05）；（2）在护理满意度方面，

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显著（p＜0.05）；（3）在认可度评分方面，研究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认可度

评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护理管理过程中，实行人本管理方案，可以明显地提升护理工作效率

和护理质量，提升病人的就医满意度和护士的工作认同度，从而可以有效地提升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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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stic manag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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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stic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hospital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0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clinical da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trial,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anagement differences, it is divided into equal number of two groups of comparison, 
respectively marked as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difference. Results (1) in terms of nursing quality, th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p <0.05); (2),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p <0.05); (3), the recognition score was higher (p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manag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oriented management progra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ursing work and nursing qualit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medical 
treatment and the work recognition of nurses,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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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将病人作为工作核心，通过对病人的状况

及需要的了解，来帮助医生进行治疗，同时还要注意病

人的个人卫生，并对疾病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预防。有效

的护理可以让医患关系得到改善，通过对病人的全面

了解，可以让病人更好地配合治疗，这样就可以保证病

人的预后，从而提高临床效果[1]。因此，有必要对其进

行科学的护理管理，以提高其工作效率。本文对 100 例

病人进行了人性化的护理管理，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2 年 1 月到 2023 年 1 月选择 100 例研究对

象，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属于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将

病人分成了两个组，对所有的研究对象的基本数据进

行了统计，具体如下表 1 所示。经过统计学分析发现，

两组患者在各方面的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实验可以继续。实验的内容及受试者在实验开始前被

呈报至医疗机构的伦理学委员会，并得到其认可。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主要的护理工作有：患者住

院后建立病历，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对患者的负面情绪

进行疏导；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测。 
研究组患者接受人本管理护理干预：（1）成立人

本管理小组：各科室各抽取 8 名护士组成人本管理小

组，按层次管理原则构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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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基本资料统计表 

组别 例数 男女比例 年龄范围（岁） 平均年龄（岁） 

研究组 50 30：20 26-79 50.87±5.26 

对照组 50 29：21 28-79 51.86±5.24 

p 值 - ＞0.05 ＞0.05 ＞0.05 

 
在这群护士当中，选择了资历最老、经验最丰富的

护士担任组长，所有组员的学历都必须是大专以上，以

“以人为本”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小组内部的管

理计划，并对小组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开办关于人

本管理的讲座，列举与此理念有关的实例，把人本管理

的思想融入到过去的护理管理之中[2]。 
（2）随着临床治疗方式以及临床疾病类型的不断

发展，需要鼓励优质创新式护理，鼓励护理人员全面提

升专业技能，加强培养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鼓励护士

学习和运用以证据为基础的高质量的创新护理程序，

根据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周编制一份问卷，并按

3 个月发放一次，保证每个小组成员如实填写，并实行

匿名。 
在护理工作中，护士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建议和评价，并推荐了质量检查员[3]。对各小组成

员的意见进行汇总，及时对护理工作流程进行调整。并

从中选出得票数最多的 20 人，当选为质检员，然后采

用匿名投票的方式，选出前 10 人，成为下一环节的质

检员。 
（3）群策群力：①按照每季新修订的护理工作规

程，并结合本组人员的具体状况，制定下一季的工作方

案，并做好分工协作。②定期组织科室内部的有关知识

的学习，让每个成员都参加进来，针对在工作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确定所提的意见与所有

的护理管理制度相一致之后，在小组会议上将这些意

见正式提出来，经过大家的讨论和完善之后，才能付诸

实施。③对于负责进行消毒管理的小组成员，需要将所

有与消毒有关的规章制度都牢记在心，并且严格遵守

每项要求，将工作完成，并将有关的记录做好，做到无

遗漏，有据可循。④按护士本身的特性及需求进行工作

岗位的设置；使工作岗位规范化、标准化，合理分层组

织机构，防止出现多头领导等不良现象[4]。⑤营造出一

种良好的医院文化气氛，树立起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以此来培养出一名高素质、高品德的护士。 
（4）在信息化管理中，质量控制人员会在对每天

做好的质量检查结果进行总结之后，将其制作成 Excel

表格，并将其输入到电脑中，这样既保证了工作的严肃

性，又提升了管理的质量，减少了因为书写错误或纸张

遗失等原因而导致的管理疏漏。 
（5）保证管理的开放性，在质量控制人员完成质

量控制检查之后，应该把检查的结果通过医院的电脑

平台发送给各个科室，并设定了短信提示窗口，使质量

检验的结果更加透明、公开。每个小组成员都要在下班

之前注意公告，如果是自己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如果

没有，也可以作为自己的一种提醒。对于与本部门有关

的问题，组长要做好笔记，以便做好总结[5]。 
（6）提升凝聚力，组长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类似于

集体案例模拟的活动，让小组内的每一名成员都能共

同参与，共同解决案件，从而提升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

和默契程度，既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又能展示个体的

才能，更能调动团队成员工作的积极性。要建立完善的

激励体系，为护士提供职业发展和继续进修的机会。 
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以及

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认可度进行统计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用 SPSS20.0 软件，用 t 或

者 χ2 对资料进行检验，组间比较，P＜0.05 可得差异显

著。 
2 结果 

2.1 比较护理质量评分差异 
研究组患者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更加优异，差异

显著（p＜0.05）。具体如下表 2。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差异 
在接受护理的患者及其家属中，研究组的总护理

满意度为 94.00%（27/50），对照组的总护理满意度为

74.00%（37/50），研究组满意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

（P＜0.05）。 
2.3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认可度 
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认可度评分分别为：

（89.52±4.15）分、（65.98±4.76）分，与对照组患者

相比，研究组患者认可度更高，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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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析统计表（ s±x ） 

组别 护理记录 理论知识 护理技巧 治疗舒适度 

对照组 17.52±1.16 16.34±3.05 17.52±3.26 18.52±1.12 

研究组 22.15±1.29 22.15±2.18 23.51±3.28 22.85±1.08 

t 值 3.521 3.592 2.526 4.154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护理工作是连接患者和医生的重要纽带，适当的

护理工作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在过去的护

理工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科室凝聚力较

低、护理质量检查过于形式主义、管理制度不完善、缺

乏参与性，在过去，护理管理制度都是由护理部或科室

内护士长制定的，而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护理人员

仅仅是一味地执行，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在现实

中，在临床工作的时候，护理人员是最重要的参与者，

当他们遇到问题时，需要护理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问题解决掉，也使护理人员对临床中出现的问题更加

了解，因此，管理制度容易产生偏差[6]。将人本管理融

入了实施护理质量管理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

工作安排时，要充分考虑到护理人员的实际情况，这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护士的工作热情，让每一名组

员都有机会成为质量检查员，增强了他们在工作中的

自我警戒性，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发

现，并予以及时解决，使管理实施做到有据可依。利用

对护理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可以实现对每项护理操作

的持续强化，减少了由于配合失常等原因造成的护理

不良事件的发生，保证了护理安全性[7-8]。在经过共同

讨论之后，制定出来的管理制度将会变得更具人性化，

它可以满足护士的基本需要，还可以保证护士的工作

时间，同时还能解决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让护

士的工作效率达到最大。本研究结果显示，经不同护理

管理措施后，研究组患者对护理流程更加满意，更加认

可护理人员的工作，在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评

分时，接受人本护理管理的研究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

工作质量评分更高。 
综上所述，在本课题中，案例数目较少，经验证据

不足，亟待扩大样本，进行更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但是，

从数据来看：在医院的护理管理中，实施人本管理可能

从根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得医院的护理质

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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