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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法在中医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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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院内中医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目标管理办法的作用。方法 文章研究人员选取时间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共选取临床研究患者 60 人，院内护理工作者 60 人，根据目标管理法实施的时间随机分成研

究组（2021.2-2021.8）、对照组（2021.8-2022.2），每组护理工作者和患者各 30 人，比对组间管理效果。结果 两
组护理质量相比研究组各项质量评价分数明显更高，P 值＜0.05；研究组护理人员各项自我评价分数均超出对照

组，P 值小于 0.05；研究组院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结论 在中医护理管理过程

中，实施目标管理法可以明显提升管理质量和护理人员素质，减少院内不良护理投诉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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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bjective manag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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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y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patobiliary Hospital Jiangyin, Jiangs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objective management in hospit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the researchers selected a total of 60 patients for 
clinical research and 60 nursing workers in the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time of the goal management 
metho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2021.2-2021.8) and the control group (2021.8-2022.2), 
with 30 nursing workers and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nd compared the management effect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nurs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self-evaluation scores of nurs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value was less than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nursing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 
management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nursing complaints in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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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发布的我国护理事业纲要指出临床医疗机

构要结合当前医疗现状发展中医学护理，需在日常护

理工作中引入中医特色技术，充分发挥中医学护理的

优势和特色，促进多学科协同发展，不断提高中医学

护理水平，加快建设中医学护理团队。以往护理管理

模式和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临床护理学要求，需要

积极引入新型管理理念，目标管理最早是在 1954 年由

美国管理学家提出，其管理思想和方法极具科学性和

有效性，近些年在临床护理管理中心应用越来越广泛。

文章选取院内中医护理人员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探究

院内中医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目标管理办法的作用，报

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参考国家发布的护理事业发展规划和工作指

南，结合院内实际情况，在护理部带领下开设创新性

中医护理病房，在 2021 年 8 月面向我院所有临床科室

进行推广，研究人员选取时间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共选取临床研究患者 60 人，院内护理工作者 60
人，根据目标管理法实施的时间随机分成对照组和研

究组，患者和护理人员信息如下：患者性别比例：（男

/女）：38/22，年龄范围：18-72，平均值（岁）：（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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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护理人员性别比例：（女/男）：58/2，年龄

范围：23-35，平均值（岁）：（28.2±1.5），两组患

者和护理人员详细资料对比 P＞0.05，满足本研究要

求。 
1.2 方法 
参考国家有关中西医结合医院评审要求和护理工

作指南，利用目标管理法对院内临床科室中医护理病

房的构建进行管理。具体管理措施如下： 
（1）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在护理部领导带领下

建立专业的病房工作小组和管理计划监管小组，结合

院内实际情况，分析建设中医护理病房的可行性，加

大院内中医护理模式建设的宣传力度，鼓励院内护理

成员自愿参加并竞聘相关职位，院内护理部领导综合

考量参选护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选出其余

小组成员。 
（2）制定管理目标：由护理部主任带领各小组组

长制定年度护理工作管理计划和护理质量评价表，涵

盖的管理目标分别为基础护理、专项护理、人文关怀、

健康宣教、护患沟通、文书书写、病区环境和生活指

导等，单项评分均为 100 分。参加研究的各临床科室

以护理部规定的总体目标为依据，结合各个临床科室

特点，制定细化的护理目标和阶段性的月工作安排。 
（3）目标管理：①要求：目标管理对临床科室各

层级护理人员有明确要求，针对科室护士长，要求其

必须熟练掌握目标管理的必要性和特点，对护理目标

进行层层分解，调动基层护理工作者积极性，做好目

标管理的宣传工作，确保将管理制度落实到科室的每

名护理人员；针对基层护理人员，在护士长制定的个

人目标基础上，确保每名人员都能充分了解并掌握中

医护理目标管理的制度和标准，积极主动参与到中医

病房护理建设中，此外各科室应培养 1~2 名中医专科

护士，参加院内护理部统一制定的中医护士培训，履

行自身护理职责，积极开展中医专科护理。②以总体

的目标管理计划为依据，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科室

按照不同的层次分阶段落实护理目标。具体实施：每

周周五进行一次专项中医护理查房，了解科室患者常

见病的中医护理方法和辩证理论；每月定期考核中医

护理小组成员，增加招聘力度，坚持择优录取原则；

鼓励符合年限的中医护理人才积极发表论文、申报科

研课题。③评价：分为院内评价和护理人员自我评价，

及时发现上阶段存在的护理问题，以考核结果为依据，

予持续的护理质量改进，管理小组对改进效果进行追

踪，将最终考核结果纳入到年底的科室绩效考核中。 
1.3 观察指标 
（1）使用院内自制的护理质量评价表对两组护理

工作进行系统评价，评价项目包括基础护理、专项护

理、人文关怀、健康宣教、护患沟通、文书书写、病

区环境、生活指导等，分值越高说明护理质量越优异。

（2）使用院内自制的护理人员自评表对工作效率、理

论知识、护理查房、护理计划、病房环境、护理质量

以及流程进行评定，单项评分为 100。（3）研究中常

见护理不良事件包括交叉感染、压疮、护理差错、跌

倒坠床、护理纠纷和护理部投诉等，计算两组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检

验和 T 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代表

2 组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护理质量 
两组护理质量相比研究组各项质量评价分数明显

更高，P 值＜0.05，见表 1。 

表 1 护理质量对比（x±s，分）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基础护理 95.37±4.54 83.42±5.41 9.2676 0.0000 

专项护理 94.12±5.14 81.23±5.94 8.9879 0.0000 

人文关怀 93.48±4.53 84.13±4.60 7.9324 0.0000 

健康宣教 92.72±4.42 86.42±5.31 4.9945 0.0000 

护患沟通 93.97±5.49 79.61±5.42 10.1952 0.0000 

文书书写 94.04±6.51 82.31±5.48 7.5502 0.0000 

病区环境 93.24±5.36 80.55±3.53 10.8299 0.0000 

生活指导 94.35±4.32 81.36±4.63 11.2357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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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比护理人员自我评价分数 
研究组护理人员自评分数分别为工作效率（92.34

±6.34）分、理论知识（94.44±5.38）分、护理查房（93.56
±6.73）分、护理计划（94.37±5.37）分、技术操作（93.65
±6.37）分、护理质量（92.37±6.46）分、护理流程（91.46
±5.63）分；对照组工作效率（76.46±5.73）分、理论

知识（83.38±5.57）分、护理查房（84.36±5.73）分、

护理计划（85.46±5.48）分、技术操作（82.47±6.64）
分、护理质量（79.46±5.37）分、护理流程（80.46±
6.48）分。两组数据对比显示 t=10.1781、7.8226、5.7010、
6.3606、6.6550、8.4175、7.0187，p=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研究组护理

人员各项自我评价分数均超出对照组，P 值小于 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 

2.3 对比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如下：研究组交叉感

染例数为 0（0.00%）、压疮例数为 0（0.00%）、护理

差错例数为 0（0.00%）、跌倒坠床例数为 0（0.00%）、

护理纠纷例数为 1（3.33%）、护理部投诉例数为 0
（0.00%）、总发生率 3.33%；对照组交叉感染例数为

1（3.33%）、压疮例数为 2（6.67%）、护理差错例数

为 1（3.33%）、跌倒坠床例数为 2（6.67%）；护理纠

纷例数为 1（3.33%）、护理部投诉例数为 1（3.33%），

总发生率 26.67%。两组数据对比显示 χ2=6.4052，
p=0.0114，研究组院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P 值小于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目标管理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依靠科学合理的目

标可以提高工作计划的开展实施成功率。研究中积极

引入目标管理法，综合考量院内实际护理工作情况，

评估院内人力和物力资源状况，参照国家相关护理学

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可操控性强、与时俱进的管理

目标。各临床科室以总目标为依据，结合科室工作特

点制定阶段性的分级目标，在护理管理过程中，将基

层护理人员的被动执行逐渐转变为主动行为。虽然在

具体管理过程中，部分护理人员会出现抵触和倦怠情

绪，要求护理部管理者不进行过多干预，只需适当对

相关人员进行督导，解决护理管理工作中相对困难和

薄弱的环节即可。文章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护理质量

相比研究组各项质量评价分数明显更高，P 值＜0.05；
研究组护理人员各项自我评价分数均超出对照组，P
值小于 0.05；研究组院内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说明在中医护理过程中实施

目标管理法，可以提升基层护理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提高各科室护理质量，加快院内中医特色护理病房的

建设进程，为我国护理行业培养优秀的中医特色护理

人才。 
综上所述，在中医护理管理过程中，实施目标管

理法可以明显提升管理质量和护理人员素质，减少院

内不良护理投诉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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