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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SWOT 分析法提高低年资护士护理文件书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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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运用 SWOT 分析法寻找护理文件书写中常见缺陷的原因，对原因进行分析，制定有效对

策，提高护理文件书写质量，保障护理安全，提高护理质控工作效率。方法 选取科室 2020 年 1 月份 1-4 周每周

随机抽取 25 份护理病历共计 100 份，将 3 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实验组中各类护理文件书写项目包括护理计划

单、评估单、护理记录单、健康教育单、各类交接单的质量均高于对照组，存在的问题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应用 SWOT 分析法将护理文件书写中的内因外因充分结合及分析比较并制定相应措施，

有利于提高低年资护士护理文件书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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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analysis was used to improve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quality of nurses with low sen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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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se SWOT analysis to find the causes of common defects in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analyze the causes,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ensure 
nursing safet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 total of 100 nursing records of 25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every week from January 1 to 4 in 2020, and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quality of all kinds of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item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ing nursing plan list, evaluation 
list, nursing record list, health education list and various handover lis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oblem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WOT analysis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by combin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and making correspond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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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病历书写客观、真实、及时、准确、完整以及

保存的完好性，是判断护理行为正确、及时、有效、安

全的主要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条规定[1]，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

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

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

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供。同时护理文

件也是医护团队进行沟通合作的重要依据，对病人进

行病情判断、传达病人信息从而进一步制定治疗方案。

维持高质量的护理记录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2]。 

科室为新成立科室，科室成员均来自不同的科室，

重新组建而成。科室共有护理人员 23 人，其中 N0-N1
级护理人员达 12 人，占科室护士总数的 52.2%。低年

资护士人数众多，多数护理人员还未经历完整的体系

培训，且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科室护理文件书质量存在

较多问题，这样不仅增加了科室及患者的不安全因素，

同时增加了科室质控工作量；甚至可能引起潜在纠纷。

通过观察发现，护理文件书写质量存在问题较多的护

士多为低年资护士。为了更好地保障患者的安全，在护

理过程中及时、客观、准确地观察病情，及时地发现患

者病情变化，为医生诊断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提高低年

资护理人员护理文件书写质量，从而落实《护理文件书

https://cn.oajrc.org/


任晓玲                                                        运用 SWOT分析法提高低年资护士护理文件书写质量 

- 11 - 

写规范》，提高护理文件书质量，为了避免因护理文件

书写不当引起医疗纠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某三甲专科医院某产科病房 12 名 N0-N1 级护

士书写的护理文件为研究对象。在项目开展前，查阅文

献获取量表《护理人员自主学习能力评估量表》[3]科室

通过问卷星，对 N0-N1 级护士进行自主学习能力现况

调查，12 名护士全部完成问卷，统计问卷后得出该层

级护士总分均分为 156.5±12.5，处于较高水平，自主学

习能力较强。 
1 月份每周随机各抽取 25 份出院病历共计 100 份

为对照组，4 月份每周各随机抽取 25 份出院病历共计

100 份为实验组 1，7 月份每周各随机抽取 25 份出院

病历共计 100 份为试验组 2。对比 3 组护理文件书写

的时间及内容要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 月份每周随机各抽取 25 份出院病历共计 100 份

为对照组，由科室护士长及两位责任组长根据《护理文

件书写规范》要求和《护理文件书写质量标准》共同对

病历进行质量检查，找出病历中存在的问题并录入

EXCEL 表格分类记录，共计存在问题 383 项。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原因，并根据分析结果制定相应对

策进行干预。 
1.2.1 优势－机会对策（SO）—增长型战略 
（1）充分发挥年轻护士主动好学的优点，做好对

年轻护士在护理文件书写方面的带教工作，安排层次

高的或者经验丰富的老师进行带教。 
（2）头脑风暴法找出解决方案，制作护理病历模

板，书写护理记录时按照标准病历书写。 
（3）强化对病历书写的管理，运用“护理文件书

写质量评价标准”对护士进行培训、学习并考核。 
1.2.2 劣势－机会对策（WO）—扭转型战略 
安排年轻护士参加医院法律的相关培训，强化护

理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工作细致程度和责任感。 

1.2.3 优势－威胁对策（ST）—多元经营战略 
加强质控检查力度，将结果发到科室微信群，及时

反馈给当事人并督促其整改，进而用规范的书写、严谨

的记录态度和细致准确地表述来规避可能的威胁。 
1.2.4 劣势－威胁对策（WT）—防御型战略 
让护士了解到护理书写质量与我们的职业安全与

切身利益的具体关系。每位护理人员都应本着慎独、严

谨的态度看待护理文件书写，提高书写质量，防范护理

纠纷。通过对策，对科室护理人员进行为期 2 个月的

干预。 
1.3 观察指标 
（1）表单漏项 
（2）表单缺项 
（3）表单填写不及时 
（4）眉栏填写不规范 
（5）记录单不规均 
（6）不规范涂改[4]。 
1.4 统计学处理 
本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各项表单漏项、表单填

写不完整、表单填写不及时、记录内容有偏差进行统计

分析，研究结束后，在统计处理中使用 SPSS20.0 软件，

以 95%作为信赖区域，表示利用率（%）计数数据。比

较和分析使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前提，数据在统

计上是有意义的。 
2 结果 
实验组 1 表单漏项、书写不及时、眉栏不规范、记

录单不规范均少于对照组（p＜0.05）。具体数据详见

表 1，表 2。 
3 讨论 
护理文件书写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它是连接医生、护士、患者及家属之间不可或缺

的沟通桥梁[3]。 
通过系统地记录患者的生理指标、病情变化、治疗

进展以及护理措施的实施情况，使得医疗团队能够清

晰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全貌，为制定进一步诊疗计划和

护理方案提供有力依据[4]。 
表 1  2 组护理病历书写指标对比 

组别 书写不及时 表单漏项 眉栏不规范 记录单不规范 

观察组（n=100） 23 59 138 163 

实验组 1（n=100） 12 40 87 100 

卡方 5.103 7.221 12.105 15.929 

P 0.037 0.011 0.0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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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护理病历书写指标对比 

组别 书写不及时 表单漏项 眉栏不规范 记录单不规范 

观察组（n=100） 23 59 138 163 

实验组 2（n=100） 10 32 66 70 

卡方 6.133 14.699 26.493 38.935 

P 0.013 0.000 0.003 0.000 
 
护理文件书写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对于低

年资护士而言，准确无误地书写护理文件是其成长为

合格护理人员的必经之路[5]。通过实时、准确地记录患

者生命体征、意识状态、出入量平衡状况等关键信息，

低年资护士能够迅速提升自身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

力，确保医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全面、真实的病情信

息，从而准确判断患者的病情发展态势，作出及时有效

的治疗决策[6-7]。 
从护理管理层的角度来看，持续改进护理文件书

写质量也是提升护理工作整体效能的关键手段。通过

定期开展护理文件书写质量评价活动，不仅可以监督

和检查护士的书写规范，还能促使护士不断学习和掌

握新的护理理念和技术，与时俱进，提高护理工作的专

业化和标准化水平[8-10]。这种改进过程有助于加快患者

周转速度，提高住院病床的使用效率，间接减轻医院在

质量控制方面的压力，使护理质控工作更加高效地进

行。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1 表单漏项、书写不

及时、眉栏不规范、记录单不规范均少于对照组（p＜
0.05）。提示运用 SWOT 分析法能够明确提高低年资

护士护理文件书写质量。 
综上所述，运用 SWOT 分析法能够明确低年资护

士护理文件书写中存在问题，并进行针对性干预，低年

资护士护理文件书写质量明显提高。但仍然会出现反

复的情况，需要护理人员不断强化责任心，规范自身行

为，促使护理工作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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