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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梁 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神经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为达到提高神经能力护理管理质量目的，在本文中着重探究了细节管理的实际应用效果。

方法 此次研究所进行对比实验的患者均抽取于院内神经内科，随机选取 90 例，根据护理管理模式的区别

应用盲抽的方式将其分为沿用常规管理模式的对照组以及实施细节管理的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

发生率以及护理效果与满意度评分。结果 研究所得，在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过程中观察组发生情况明显较

低，而且护理效果评分相对较高，满意度也大幅度提升，（P＜0.05）。结论 对于神经内科而言，若想有效

提高整体护理管理质量，可全面应用细节管理模式，其对护理效果的改善、满意度的提升以及各不良事件

的降低均可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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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detail management in neurology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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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urological ability nursing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detail management. Methods The patients in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in this research were all selected from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and 90 ca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who followed the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ho implemented the detailed 
management by blind sampl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nurs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during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the nursing effect score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if we want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verall nursing management, the detailed management model can be fully applied, which can posi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e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satisfac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various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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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神经内科所收治的患者疾病类型较为复

杂，临床治愈难度系数较大且较易出现各种并发症

反应，患者的情绪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对此就需在

各护理细节方面加强管理，以此来提高治疗效果，

改善患者预后。本次研究对比了两种护理管理模式

的差异表现，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的 90 例对象均在 2020 年 4 月~2021 年 3

月在院内神经内科接受治疗，受到后期对比工作所

需，可将其进行分组，在此过程中应当遵循随机性

原则，需确保各组成员符合均等性特点，每组 45 例

患者，对照与观察组男女人数、平均年龄分别为 23、
22 例（54.81±7.11）岁，观察组以上数据分别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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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例（56.32±8.57）岁。 
1.2 方法 
在对照组治疗期间所配合的护理管理模式为常

规管理，所包含的内容为用药指导、环境干预、饮

食护理等基础内容，同时监测患者心率、呼吸、血

压以及体温等生命指标，及时将患者口腔内异物清

除处理，避免吸入性肺炎等问题发生，做好管道固

定工作，辅助患者翻身，并定期按摩清洁，促进血

液流通顺畅，减少褥疮、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的发生。 
观察组患者实施细节管理模式，在各方面给予

患者相应的护理服务，使得护理工作更加全面，主

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①心理护理，根据临床经验来看，多数患者在

住院治疗期间，受到疾病困扰以及陌生环境的影响，

其情绪会发生较大变化，而这也会使得患者的心率、

血压出现不平稳现象，给治疗工作开展的顺利性带

来一定阻碍。对此护理人员就需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交流，并从获取的信息中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制定

针对性心理疏导方案，来缓解患者负性情绪，在此

过程中还应当利用健康宣教的方式提高患者认知，

使其对自身疾病有正确认识，并通过分享成功案例

的方式来激励患者，帮助其树立治疗信心，以积极

乐观态度接受治疗，这对临床治疗效果的提升也可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2]。 
②用药管理，因每位患者的病情有着较大差异

性，因此所采取的治疗方案也不尽相同，而为了保

证用药正确性，护理人员在发放药物时应当做好三

核七对，并在患者用药过程中进行监督，确保其能

够遵医嘱服药，降低漏服、误服等问题的发生，保

证该治疗效果。在用药后还应当观察患者的实际表

现，一旦发现异常应当及时告知医生进行调整，确

保治疗方案的相符性与可行性。 
③服务细节，护理本就是一项以服务为主的辅

助治疗类型，其质量直接关系着治疗效果，而在实

行服务过程中，还应做到尊重每位患者，并时刻保

持良好的态度以及耐心，在面对患者时需面带微笑，

认真且详细地回答每位患者所提出的各项问题，以

此来拉近护患关系，增强其信任度，使其能够积极

配合医护人员各项操作。 
④技术细节，护理人员作为主要护理工作的主

要实施者与参与者，其专业技能水平直接关系着整

体护理效果，而在此还应当加强输液、胃管、尿管

留置等措施的细节管理力度，在进行穿刺时，应当

尽量一次成功，减少对患者的伤害；与此同时还应

当提升患者的插管技术水平，降低患者额的不适感，

并做好导管护理工作，定期清洁消毒与更换，以免

导致患者感染。在患者需鼻饲饮食时，还应当根据

患者病情情况为其制定合适的饮食结构方案，保证

营养的全面性，并避免患者出现呛咳问题的发生。 
⑤并发症预防，结合以往临床经验，对较易出

现的并发症类型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并制定

针对性防范方案，加强肢体运动，定期按摩来减少

静脉血栓问题的发生；定时辅助患者翻身，并做好

擦洗清洁工作来避免褥疮现象出现；辅助患者进行

肢体康复训练，并做好保护工作，查看床栏的升降

状态，铺设防滑垫来降低跌倒、坠床现象的发生[3,4]。 
1.3 观察指标 
在患者住院期间应当对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实

施监测，并将其详细记录在护理文书中，以便于为

后期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精确数据信息。与此同时

在发现异常情况及症状表现时应当及时联系医生展

开处理，将对患者的影响降至最低，并将各不同情

况进行整合分类，以数据表示，方便后期对比工作

的开展。其次对两组实际护理效果展开评价，满分

为 100 分，分值越高表明护理效果越好。最后采取

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患者满意度，患者可根据实际

情况展开评价，分值高低与满意度有一定相关性。 
1.4 统计学处理 
患者的基本资料与护理效果、满意度评分以及

不良事件发生率为研究中的计数资料，已有数据后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收集、整合、分析。基本资

料及护理效果评分数据检验时使用标准差（x±s）
完成，不良事件发生率可以使用%（百分比）完成

数据检验，检验工具为 t、X2，若在对比后，各指标

数值有明显的差异，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来看，两组患者均发生不

同程度的不良事件，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各不良

事件发生率均相对较低，总发生率分别为 17.78%、

4.44%，经过对比可见明显差异（P＜0.05）。如表

格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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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对两组患者护理效果以及满意度进行评

估整合后所得，观察组各维度护理效果均优于对照

组，同时满意度评分也相对较高，组间比较后有一

定差异表现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

值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x±s） 

组别 n 吸入性窒息 跌倒 坠床 压疮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5 2 3 2 1 8（17.78） 

观察组 45 0 1 1 0 2（4.44） 

X2  9.591 8.034 6.197 5.883 10.219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护理效果及患者满意度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护理效果（分） 
满意度（分） 

  护理态度 护理技术 健康宣教 

对照组 45 77.38±5.22 81.19±4.34 79.35±4.56 80.23±2.71 

观察组 45 94.03±3.19 92.53±3.77 95.17±2.01 93.82±4.12 

t  8.517 6.335 9.032 11.358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神经内科所收治的患者多有着病情发展速度

快、风险性高的特点，这也大大增加了护理难度系

数，再加上患者病情、身体素质等都存在个体化差

异，故护理开展中细节性难题较多，科室内应当积

极采取合适的措施来进行应对，并加强对各细节方

面的管理，从根本上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而在此

过程中还应当保证其全面性，并时刻秉承着以患者

为中心的原则，将护理工作分为多个细节组成部分，

确保其均能够保质保量的情况下顺利开展，以此来

起到有效规避风险的作用，减少各不良事件的发生，

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细节护理管理的实施，可最大程度

地提高神经内科整体护理质量，避免各风险事件的

发生，改善患者对医院护理服务的评价，具有一定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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