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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分层管理对改善消化内科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作用分析 
陈金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消化内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对护士分层管理在消化内科改善其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方法 本
次研究于 2018 年 12 月开始，于 2020 年 12 月结束，以在研究时间内本院接收的消化内科患者共 60 例作为

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为了更好的提升研究内容的准确性，将对 60 例患者进行分组探讨，按照入院先后顺序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在研究过程中分别针对两组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对照组采

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护士分层管理护理，最终采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进行

对比。结果 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

标准（P＜0.05）。结论 将护士分层管理应用在消化内科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改善护理人员的护理

质量，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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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nurses'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in the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to improve their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Methods: The study started 
in December 2018 and ended in December 2020. A total of 60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ccepted by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60 pati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discussion, and they will b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Each group has 30 cases.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different groups are used fo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s nurses to manage nursing by layers. Finally,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ar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met the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th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of nurse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gastroenterology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and enhance th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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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前医疗水平不断的提升，人们也对护理

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质量对于患者的治疗

效果以及预后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护理分层管理

是现阶段医疗领域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护理模式，可

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时提升当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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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护理质量。其主要的护理理念是将护理人员

进行科学的配置，从而充分的发挥护理人员的工作

职能。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本院的 60 例消化内科患者

展开研究，对护士分层管理的护理疗效进行分析，

具体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期间在本院进行治疗的 60 例消化内科患者，按照入

院顺序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其中

观察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

别为 24 岁和 60 岁，平均年龄为（44.36±4.36）岁；

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

别为 23 岁和 65 岁，平均年龄为（45.87±4.62）岁。

两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等一般资料对比无较大差

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应用在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即常规的用药指导和生活护理等等。将护士分层管

理护理应用在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具体护理

步骤如下： 
①分层管理架构。首先需要根据科室内护理人

员的能力原则，对护理人员职责进行科学的分配，

建立一个科学的人才队伍，从而更好的根据患者的

实际需求进行分层管理。根据其职责进行分级，共

分为三级，分别是责任护师、主管责任护师以及副

主任护师等等，将所有护理人员的护理职责进行细

化。 
②分层分工。在实施护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

充分的根据规章制度进行，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护理服务，并对护理工作中的细节进行充分的检查。

主管责任护士需要明确自身 职责，对下级护师的护

理工资进行指导和协助，并定期进行考核，其次需

要尽量提升责任护师的沟通能力，根据患者的实际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③培训与考核。当前护士分层管理护理需要充

分的根据消化内科实际护理情况，对护理人员的护

理能力进行提升，主要培训内容根据科室中的护理

情况、患者的护理需求以及专科分层核心能力的需

求展开，副主任护师进行组织，主要培训内容为护

理人员的护理技能、理论能力以及应急能力等。与

此同时需要在考核后，对护理人员的培训结果进行

考核。考核后需要制定训练计划，有针对性系统的

对护理人员的基本技能进行训练，从而更加深入的

提升护理人员对护理理论知识的认知能力。 
④设置护理管理制度。当前的消化内科需要根

据科室内的实际情况设置相关的奖励制度，需要根

据患者的实际护理需求设置合理的护理管理制度，

并将科室中的护理规章制度进行明确和完善，并有

效的完善不同岗位中不同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从

而在进行护理工作中更加的有依据有章可循。其次

对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评比和考核

更加的透明化，从而提升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质量

和护理积极性。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护理人员的护理

质量，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

问卷进行评估和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需要对两组患者的数据分别进行处

理，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在分析的过程

中，将±标准差用来进行表达计量资料，t 对其进行

检验；同时 n（%）用来进行表达计数资料，X2 对

其进行检验。两组数据之间差异比较明显则说明该

数据符合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质量对比（x±s）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病情观察 专科护理 应急处置 护理记录 

观察组 30 96.34±6.21 95.74±7.62 97.48±5.48 97.85±5.23 96.89±6.20 

对照组 30 85.78±5.26 86.39±6.39 86.84±5.10 89.78±5.21 86.45±5.48 

t 值  9.5458 8.4756 10.2016 8.4564 8.01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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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对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0 21（70.00） 8（26.66） 1（3.33） 29（96.66） 

对照组 30 18（60.00） 7（23.33） 5（16.66） 25（83.33） 

X2 值     8.6659 

P 值     ＜0.05 

 
3 讨论 
消化内科的危重症患者较多，且很多患者病情

在短时间内也会有较大的变化，这就对消化内科中

的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人员需要充分

的提升自身的护理技能和专业知识，给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促进患者快速回复，降低

护患纠纷的出现几率。 
而护士分层管理在现阶段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护

理模式，可以有效的改善护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同时提升护士的职业责任感和工作绩效等等，从而

将护理工作团队工作水平不断提升。护理分层管理

的主要护理理念是将护理人员进行逐层管理，更科

学的发挥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能，从而优化配置，增

强护理人员的护理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还需要合

理的分配不同层次护士之间的降级分配制度，收入

系数需要根据护士层级的不同进行改善，从而在最

大系数上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和积极性。 
在本次研究中，对比了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

量以及护理满意度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明

显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高

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 

综上所述，将护士分层管理应用在消化内科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改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

量，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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