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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管理在重症医学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卫桂霞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沈阳 

【摘要】目的 分析分层管理在重症医学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的初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份，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份，纳入护理人员的数量为 40 名，其中 2020.1-2023.6 月份未开展分层管理，为

常规管理作为本次研究的对照组，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份开展分层管理，作为本次研究的实验组，分析管

理前后护理人员的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结果 实验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更佳，护理质量显优，P<0.05。结论 
在重症医学科护理管理中开展分层管理，可以提升护理人员的满意度，提升整体护理质量，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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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study of stratified manag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Guixia Wei 

Shenyang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Shenyang, Liaon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 Methods The initial time of this study was January 2020 and the end time was December 
2023. The number of nurses included was 40. Stratified management was not carried out from January 2020.1 to 2023.6, 
and they were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of this study.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this study, the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before and after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staff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better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and better nursing quality (P<0.05). Conclusion It is worth 
advocating carrying out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 which 
ca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aff and the overall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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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科也是重症科，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病

情变化较为突然 ，而且患者随时存在生命危险，故对

于此类患者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十分重要。为患者提

供护理期间，护理人员有效地配合医师完成的救治措

施，同时对患者的生理以及心理有效地干预，确保患者

治疗的配合度更佳。但部分设备的使用需要护理人员

进行落实，在实践当中，多数护理人员并无良好的职业

素养，为护理人员提供常见的管理，多侧重于护理服务，

但忽略了服务质量[1]。 
而且在重症科患者的数量多，护理人员的服务内

容过于复杂，不论是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均高于普通

病房的护理人员，导致管理工作开展受到限制。随着现

代管理理念的不断深入，临床护理管理的方案逐渐增

多。分层管理作为最为常见的一种管理模式，通过分析

重症医学科的具体内容，对护理人员开展分层管理，可

以提升管理质量。本文就分层管理在重症医学科护理

管理中的效果进行讨论，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护理人员的数量为 40 名，时间范围

2020 年 1 月份，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份。年龄在

23-4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5.21±2.12）岁；男性护

理人员 13 名，剩余均为女性，分析所有护理人员的基

础资料显示 P＞0.05，故可开展研究。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提供常规的护理管理，依据重症医学科室

的制度、环境，有效地落实护理措施。 
实验组提供分层管理，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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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小组形式开展分层管理。将纳入的 40 名

护理人员依据工龄、专业能力、学历、职称进行分组，

包括总责任护理人员；护理组长和责任护士。其中总责

任护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过硬的专业技能，丰

富的理论知识、管理能力，除此之外技术指导能力亦较

强；护理人员组在具有较强的责任心的同时，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其管理能力和技术指

导能力均较佳。将护理人员进行分组，总责任护士为 1-
2 名，护理组长为 5-6 名，剩余护理人员是成员。组员

包括管理责任护理人员，依据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开

展分层管理、质量控制，设置机动护理人员，避免出现

意外情况[2]。 
（2）对不同层次的岗位职责进行划分，若护士长

出差或者休息期间，总责任护士可以代理护士长，对患

者的病情变化进行监测，监督护理人员的工作完成情

况。在重症科的患者病情危重，应引导护理人员参与到

抢救工作当中，并做好护理质量控制管理，保证护理服

务质量提升的同时，提升护理服务的安全系数。护理组

长在护士长和总责任护理人员的引导和调配下做好本

职工作，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定期检查患者的具体情

况，并记录相关内容[3]。责任护士需要接受护士长或者

总责任护士、组长的调配，保证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并记录患者的病情，一旦患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应及时

上报，并给予有效的护理干预。开展分层管理后，应对

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职能进行评估，上层的护理人员

对下一层的护理人员进行管理，下层的护理人员依据

上层护理人员的指导完成各项护理工作[4]。 
（3）设置完善的考核内容，结合重症医学科的具

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涉及到基础护理内容；

专科知识；工作完成；协调组织能力等。依据考核的结

果，确定培训内容，进行方式为一对一，定期由专家进

行示范教学，提升护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将考核成绩和

绩效挂钩，提升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5]。 
1.3 观察指标 
分析护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χ2 检验；用（x±s）、t 计

量进行检验。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显示 P 值

小于 0.05，可以进行统计学对比。 
2 结果 
2.1 实验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评分显佳，p<0.05 
2.2 实验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更佳，p<0.05 

表 1  比较两组护理质量评分（͞x±s，分） 

观察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基础护理 98.24±1.15 88.14±3.26 25.791 0.000  

病房护理 97.23±2.14 88.48±2.92 20.468 0.000  

护理文书记录 97.36±2.18 87.52±2.88 26.061 0.000  

药品管理 98.34±1.43 88.46±2.64 28.481 0.000  

消毒隔离 97.26±1.28 87.49±3.19 23.472 0.000  

表 2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32（80.00%） 5（12.50%） 3（7.50%） 37（92.50%） 

实验组 40 36（90.00%） 4（10.00%） 0（0.00%） 40（100.00%） 

P - - - - ＜0.05 

 
3 讨论 
随着当前医疗环境的不断优化，医院涉及的科室

逐渐呈现细节化发展，软硬条件也相对更为完善。重症

医学科是医院救治患者的重要场所，既集中了医院的

医护技术，也集结了更多的医疗设备、仪器，在开展相

关工作的过程中，应为患者提供连续且动态的管理，要

求医生拥有较高的医疗水平的同时，亦需要护理人员

拥有丰富的护理经验[6]。而开展连续且动态的监护内容

需要护理人员来完成 ，这也充分表明护理人员的护理

质量与患者的生命密切相关。在实际工作当中，理论知

识和护理能力受到限制，当前医疗科室的数量呈现上

升的趋势，需要护理人员的数量也逐渐增加[7]。继而导

致重症医学科的护理人员数量不足，护理质量欠佳。而

在重症医学科对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要求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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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亦会对护理人员提供培训、考核 。但该种管理模

式只是提升了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但护理人员的协

作能力是否得到提升仍是一个未知数。在重症医学科，

护理人员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较大，传统的培训模式忽

略了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导致正常医护工作发生了

缺失。积极地提升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提升重症医学

科的护理质量十分重要。 
随着当前医疗服务方式的转变，护理管理方案逐

渐增加，分层管理模式是结合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进

行划分，建立统一的护理管理体系，对不同层次的岗位

职责进行划分，对不同层级的护理人员工作内容进行

划分，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确保工作质量的提升，当

前的管理制度应将职责和绩效进行区分，以提升护理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8]。而分层管理可以让重症医学科的

护理人员充分地掌握患者病情，医护人员可以更好地

对护理工作进行调整。通过设置总护士长和组长，充分

保证了护理服务的有效落实，使得患者的信任度得以

提升，缓解了紧张的护患关系。对于病情复杂的患者而

言，抢救过程中需要更高的护理质量，更要求时效性，

方能提升管理的效果。通过分层的方式进行管理，实现

了分解重症医学科护理人员工作的压力，让护理人员

感受到了压力分散的优势 ，改善了护理人员的心理状

态[9]。随着当前护理质量的提升，建立分层管理，有效

地对护理人员的权力进行调整，建立更符合当前医疗

环境的护理管理体系，既提升了护理质量，同时也降低

了医生的工作难度。而在整体管理期间提升护理人员

的专业能力，明确各个层级的职责，依据岗位需求进行

划分，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并收集护理人员的意见，

调整不合理的内容，让管理制度更为人性化[10]。 
通过收集我院重症医学科的 40 名护理人员，分析

开展分层管理前后的护理人员以及护理人员的满意度

来看，管理后，护理人员摆脱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其管

理的对象可以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的落实，促进了管

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提升，分析护理质量，分层管理收

到的护理质量更高，说明该种护理存在的优势，而从护

理人员的管理满意度来看，亦更佳。 
综上所述，在重症医学科护理管理期间开展分层

管理，有利于护理质量提升，满足了患者对护理的需求，

使护理人员对管理的满意度也得到提升，满足了管理

需求，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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